
    昨天下午，在淮海路上的新渔阳里———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一群热血青年演出的大
型原创实景朗诵剧《渔阳薪火》（见上图），呈现了一百年

前中国共产党秘密创建的历史风云。剧末，一曲摇滚版的
《国际歌》响起，既现代又激情，澎湃着当代青年的心。

渔阳里的“第一”

如果说，1921年 7?在兴业路 76号召开的中共一
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话；那么，在这“一朝分

娩”之前，有一个秘密建党的历史过程，这就要追溯到新
老渔阳里这条百年老?堂……100年前，中国第一个共

产党组织、第一个青年团组织在渔阳里悄然创建，《共产
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在渔阳里秘密出版。由此，

许多党史上的“第一”，如第一个党的干部学校、第一个党

领导的工会组织、第一份刊物《共产党》、第一个党中央机
关所在地等，相继在渔阳里诞生。尤其重要的是，从渔阳

里发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拉开
了建党伟业的帷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孕

育建党创团的“秘密摇篮”，这是一段开天辟地、可歌可泣
的光荣历史。百米长的?堂里，毛泽东走过，陈独秀走过，

陈望道走过……渔阳里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是中国革命
的先驱者；渔阳里的马克思主义小道，不足百米，却是中

国革命火种的点燃之地；渔阳里不仅仅是一个?堂地名
概念，更是一个红色源头，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替代

的历史地位。

演员就在身边
演出一开始，演员们就从各个方位出场，在观众身侧亲切鲜活地呈现当年场景，他

们像从历史中直接走来，从影像中直接融入。当年的这群人，正是一群年轻的、充满活力

和朝气蓬勃的青年志士，他们有追求、有理想，有真挚的革命友情，也有诗和歌声。
活动主办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馆长洪颖哲表示：渔阳里的

两幢具有红色基因的小楼，因建成年代不同，分别为老渔阳里 2号（今南昌路 100? 2

号）及新渔阳里 6号（今淮海中路 567? 6号）。这两处看似寻常的石库门建筑，却与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初期活动紧密相连。《渔阳薪火》用原创朗诵剧方式，讲述了在位于老

渔阳里 2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 6号成立并开展大量革命活动的重要历程，向当代观众传递信

仰的力量。
该剧的策划人俞亮鑫作为渔阳里历史的研究学者，常年以来致力于对渔阳里红色

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建党史料的深入挖掘，他呼吁将新老渔阳里打通，以恢复历史上曾经
有过的“马克思主义小道”，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更好地体现渔阳里作为

“革命火种”和“初心之地”的历史意义。
导演姜涛是活跃在上海舞台上的红色题材舞台演出的实力导演。他表示，“遗址演

出”“浸入式演出”有着别样的观摩体验。历史也曾经是当下，说红色的故事，不仅仅是要
把红色的历史人物讲出来，更要把那个环境、那个历史氛围通过艺术手段在历史原址或

剧场再造出来，让人们感受到那些人物就像身边的挚友，他们有血有肉，是鲜活的生动
的，他们身上充满感召力和澎湃的激情。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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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艺大世界-2021上海国际音乐剧节”昨天正

式启幕。作为上海国际音乐剧节“一季展演”板块，“原

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即将在明年步入第十个年头。

面对越来越繁荣的中国音乐剧市场，上海文化广场
副总经理费元洪表示：“我们都认为，音乐剧的事业

不要着急，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也许十年二
十年之后，我们还会有大学生音乐剧节，中学生音乐

剧节……”的确，匠心和雄心，中国音乐剧人都有。

剧场 颁奖不急
过去 9年，文化广场主剧场共有 39台 101场原

创音乐剧目上演。剧院在扶持原创剧目的路程中也
持续探索和思考，如何在引进剧目与原创发声中不

断找寻平衡，积极挖掘和培养真正属于中国语汇的
原创表达。

明年 3?至 4?，4台 11场精选好戏将亮相这
片鼓励原创的舞台。其中有开心麻花首部悬疑惊悚

音乐剧《醉后赢家》，有用摇滚风格与反叛精神重现
中国神话的《悟空》，还有中英联合制作、武汉人民艺

术剧院出品的大型儿童音乐剧《九色鹿》、上海小荧

星教育大型合家欢音乐剧《缺一不可》。即便受疫情
影响，原创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

中国的原创音乐剧“长势”喜人，有人已经迫不
及待问，为什么中国的音乐剧节不像国外一样，也给

大家颁个奖？费元洪说，“颁奖，未来也许会。但是现
在国内音乐剧才刚刚开始发展，我更在乎的是，把已

经确定的方向做好、做透，因为它在内容上永无止
境，可以深挖。”

演员 踏实演戏
和费元洪的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郑云龙。作为

本届音乐剧节“形象推广大使”，郑云龙说，“现在的

中国音乐剧还需要时间积淀，我现在不会考虑奖项、
荣誉等问题，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做好作品吧。”

早些年，在中国做原创音乐剧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情。“我刚毕业时，在北京，原创音乐剧一年也就两
部，全北京的音乐剧演员都去面试。”郑云龙说。那些
日子能坚持下来，都是凭着一份对音乐剧的热爱，郑
云龙说，“对我触动最深的就是《变身怪医》，我看得

泪流满面。现在，我自己也演这部剧了，小小的梦想
实现了。”和郑云龙一起坚守在这片舞台上的还有很

多兄弟姐妹，“今年疫情，我还没听说过有谁想要放

弃或者转型做其他工作的，大家都在等待、练功。”
原创音乐剧日渐兴盛，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加

入。通过音乐剧节“音乐剧歌唱大赛”板块可以看到，

2019年首届歌唱大赛共收到 400多份参赛投稿，大
赛最终获奖选手张玮伦、何郝熙现已成为活跃在当

下音乐剧舞台上的闪耀新星。到了 2020年更是收到

了 523份视频投稿，投稿人职业种类多达 92种，来
自 79个不同城市。

作曲 修炼内功
“虽然这两年音乐剧市场火爆了，但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音乐剧还有很多不足，需要我们练好内功。”

昨天，音乐剧创作人金培达说，“我现在经常接到这

样的邀约———从创作到演出，时间很短，我们创作者

就很担心，仓促的作品未来根本留不下来———当环
境变好的时候，我们应该给行业灌输‘对艺术要有要

求’的态度。”
在金培达看来，“音乐剧的魅力，题材不是最重

要的，一切都要看主题。它不仅仅是一场歌舞表演，
观众需要看到剧中跟自己的人生的对照。”这些深层

次的东西，都需要创作者静下心来。

作为今年“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的评审，
金培达表示今年将力邀国际和国内多位专家传授音

乐剧创作理念与技巧，同时还将增设音乐剧创作者
交流会，提供更多创意碰撞的机会，此外为提升音乐

创作力，将增设音乐展示专场。
更可喜的是，未来这些“孵化作品”将免费供给

高校学生学习和排演，让国内表演艺术院校有更多
有市场潜力的中国原创音乐剧可排。再过二十年，我

们再相会，那时一定硕果令人心醉。
本报记者 吴翔

中国原创音乐剧“长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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