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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岁的“电波”昨晚在佛山大剧院

上演了第 200场，影片质感的氛围营造、
悬疑大片的情节推进、英雄烈士的艺术形

象，凸显了上海可以创作出让观众对红色
题材舞剧“来电”的优秀范例。

据悉，有舞蹈爱好者驱车 300?里赶
到佛山为“电波”庆祝生日；无法抵达现场

的观众还以“电波迷”的身份自拍视频表

达心愿，为剧组打气加油。剧组则发出“二
百场如一，我们为爱全力以赴”的回应。从

2018年 12月该剧试演以来，近百名演职
人员，在 700多个日日夜夜，奔赴各地 30

多座城市，全力以赴，上演“红色旅程”。
编剧罗怀臻感谢去年十二艺节在沪

举办，为“电波”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而且实践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

时代文艺思想：“‘电波’抓住了机遇、创作
了精品、攀上了高峰。身为剧组一员，与有

荣焉。”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陈飞华感叹
道：“从首轮试演的严阵以

待到二百场如

一的精益求精……剧组每个人一样充满

成就感。犹如播下了一粒种子，关心呵护
着它拔节孕穗、开花结果，直至飘香四

溢。”总编导周莉亚则说：“这 200场不只
是演出，也是我们与革命先烈的 200次对

视。”主演、歌舞团荣典首席朱洁静说，“回
望年初，剧院、舞台、生活，一切都是未知

的。而今，剧场可售座位数从 30%提升到

50%、75%，一切都在继续着。演出、比赛、
综艺……舞蹈很忙很热闹很精彩。”

今年，舞台艺术也历经了特殊的洗
礼。“电波”能如约达成 200场的目标，显

得尤为可贵。上半年，剧场因疫情停摆。但
是演员停工不停功，在做好防疫保护工作

的同时，依然复工复训。陈飞华说，“疫情
期间，外地没有一家剧院取消‘电波’的档

期，反而还来与我们敲定，生怕条件合适
时我们不去。”随着剧场演出的缓步开放，

“电波”巡演征程走过厦门、南昌、青岛、宁
波、南京、北京、沈阳、哈尔滨、延安、西

安、济南、天津等近 20 个城市。巡演票
子，经常秒空。10月 23日，“电波”首次抵

达剧中“李侠”出发地———延安，电波的

故事、信仰的故事，就此在舞台上徐徐展
开……“李侠”扮演者王佳俊特地深入造

访了旧址，“总希望自己演绎的角色不仅
限于外在皮毛，总希望对于红色文化可以

了解更多，总希望能通过不断学习让自己
更贴近人物，总希望自己的角色可以更真

切一些……”

在 200场演出之际，剧组还感谢了观
众的关爱：“每一次散场时演职员通道都有

你们耐心的等待和陪伴，不断在网络上刷

到你们用热情洋溢的文字记录下的每一次
观剧感受……感谢有你们的一路陪伴！感

恩有你们持之以恒的关爱和呵护！”陈飞华
曾透露，“电波”主演朱洁静、王佳俊每次演

出结束后，都会尽量在演职员通道多停留
一会儿，满足粉丝合影、签名的要求。“长河

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这句“电波”的

“口?”，成为现实写照。
本报记者 朱光

以爱与先烈
用心让观众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迎来第 200 场演出

    昨晚，话剧《上甘岭》在上海大剧院

上演。当最后阿云嘎男声“一条大河波浪
宽……”响起时，有观众控制不住自己激

动的眼泪。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李任执导，

演员黄宏担任艺术总监、编剧、主演的话
剧《上甘岭》，以 70年前抗美援朝上甘岭

战役为背景，以志愿军在战场上的真实
事件为基础创作，该剧呈现在舞台上的

人物、故事给人最大的感受是真实。多媒
体技术的舞台视听效果和爆破特效，以

及具有雕塑感的服装造型，加之逼真的
战场音效和触动心灵的音乐，营造出如

同亲临战场般的震撼效果，前几排观众

还可清晰看到志愿军在战场上射击时弹
壳飞出的场景。

整部剧中每一处情节都真实来源于
上甘岭战役，每一个角色都是保家卫国

的战士，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坚守和奉献
的丰碑。今明两天，该剧将在大剧院继续

演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报道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佳音）一
年前，上海市影视版权服务中心在
巨鹿路 709?挂牌成立，首批共推

出四类 20项版权服务，覆盖整个影
视产业链。

昨天下午，市影视版权服务中
心“影视版权发展与研究智库”正式

成立。首批智库专家近 30人，覆盖

了影视版权产学研及相关领域。

据介绍，“智库”将以上海市影
视版权服务中心为依托（一个中

心），以影视版权发展与研究、授权
与衍生为重点（两个重点），以版权

创造与开发、版权评估与投资、人才
培养与扶持为辐射（三个辐射），逐

渐完善影视版权推广与监测服务咨

询体系、影视版权的价值评估与转
化服务咨询体系、影视版权监测与

维权服务咨询体系以及影视版权市
场投融资及产业孵化服务与咨询体

系（四个体系），不断努力推进舆情
监测、分析报告、峰会论坛、投融资

指导、平台综合服务等（五大落地）
模式，促进智库成果的转化应用。

如今，上海提出了 2035年“文

化大都市”全面升级的远景目标，上
海影视产业也亟需完成产业升级，

版权服务中心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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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查《辞海》。”这样一句美誉，是

《辞海》用 84年、6次修订积累下的扎实口
碑。对一代代读者来说，《辞海》是标准，是权

威，地位不言而喻。今年《辞海》（第七版）在第
17?上海书展上一经面世，便立即成为焦点。

这部耗费近 2000位编纂出版人员 5年心血重

新编修的辞书，成为一个最新成果。

昨天，《辞海》（第七版）出版座谈会在京沪
两地召开，揭开诸多不为人知的匠心故事。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京出
席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出

席会议。《辞海》编委会成员和出版领域专家
学者代表等 130余人在京沪两地参会。

《辞海》（第七版）中国近代史分科主编熊

月之负责的部分收录了 1907年民族英雄秋
瑾在浙江绍兴牺牲的历史。对秋瑾之死，民间

传说与汤寿潜有脱不开的关系，学术界对此
却一直没有定论。早期版本的《辞海》收录的

是汤寿潜“有罪论”，直到 1989年，学术界认
为这件事“查无实据”，《辞海》便更改为“无罪

论”。后来，一个电视剧剧组在拍摄秋瑾之死

时，将汤寿潜打造成出卖了烈士秋瑾的反派
角色，引起汤寿潜后人的抗议。最终，他们引

用《辞海》的更正作为证据，说服了剧组。
《辞海》的准确性、权威性，是建立在一次

次修订、一次次吸纳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

这要求“辞海人”数十年如一日走在学术前

沿。每一版《辞海》，不仅仅是学者们手中的工
具书，更承担着记录时代的重任。

近 10年来，科技突飞猛进，新创造、新发
现层出不穷。因此，《辞海》（第七版）对 75%

以上的条目进行了修订或更新，还新增了交
通运输、能源、材料、环境科学等学科，并对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航天航空、信息科学、生
命科学等学科予以系统性地增强，有些学科

新增条目甚至超过 80%。同时，顺应时代发
展，《辞海》（第七版）还同步推出网络版，融合

多媒体资源，有声、有色、有形，覆盖各类终

端，满足当今读者的需求。本报记者 吴旭颖

话剧《上甘岭》

“震撼”大剧院

对不对？查《辞海》！
近 2000位编纂出版人员历时 5?重新编修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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