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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党的诞生地上海也将迎来高

光时刻。 时下，一个个红色空间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艺术化呈现，一大批
舞台艺术、影视、文学、美术等重大主题创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艺

术家们为创作红色主题精品力作而不舍昼夜。 本报今起推出“百年红色
艺路前行”专栏，聚焦人物、佳作、空间，展现上海文艺界在这一重要历

史时刻写下的精彩篇章。 今天推出第一篇———剧作家罗怀臻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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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换人间》
听剧作家罗怀臻谈红色题材创作

电波
文艺创作 不是速溶咖啡
罗怀臻是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上

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上海戏剧

学院教授，以历史题材戏曲创作享誉全
国。对于如何呈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罗怀臻有自己独创的“三江”理
念：“当下，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标志正是

‘三江汇流’———这三股不可分割、势必融合的

文化传统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西方现
代文明传统以及中国革命文艺传统。”在过去

的各个时期，三股文化传统各有侧重地发展推
进，但是，唯有在当下，三个传统正“三江汇

流”，彼此水乳交融，成了新时代的文艺观。
今年，我们迎来建党百年的历史高光点，

已经掀起红色题材创作的热潮。罗怀臻认为：

文艺创作，不是速溶咖啡，而是时间和情感酿
出来的醇香浓郁的酒。因而，文艺作品

时间越久越有价值，追求的是———
永恒。
“我们今天创作的作品，也是

基于‘三江汇流’，要同时符合三
种评价标准。当下打动人心的好

作品，例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电影

《攀登者》等，都是在传递积极向
上思想的同时，吸收现代文明成

果，又不放弃作为中国文化重要

组成部分的优秀传统。”罗怀臻
说，“罔顾其一，都不会成为精品

力作。”而最为关键的是，“要防止
无视普通人性。”在《永不消逝的

电波》中，朱洁静有一个动作是开
枪杀掉拉黄包车的特务。她在排

练的时候全情投入，每一次开枪
后都不得不通过呼喊来释放情

绪。但因为舞剧不能“说话”，她要
收拾起如“后坐力”一般的负面情

绪，最终做到高度的控制力。“像

有些抗日神剧里的神枪手，会‘耍
花枪’般开枪还百发百中！这怎么

可能啊？！”忽视了人的自
然情感，创作就会显得很

高调、很空洞。如果我们对
革命的理解太简单，那么，

创作出的作品如何能让人
相信理想一定能实现？

四处奔波 尝试剧种创新
年过六旬，从事戏曲创作 30多年，罗怀臻

至今仍在不停地奔跑。“我为之奔跑，是因为艺

术家的目标，就是要尝试剧种创新，在艺术审
美和形式上，开创、引领风气之先。”

近年来，全国同行最关心上海的三个剧
目，就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

海》和评弹剧《医圣》———这三部剧目是剧种样

式的创新，乃至引领风气。“‘电波’不仅汇聚了
现代舞、民族舞、芭蕾舞，还纳入了影像等各种

视觉艺术，圈内外都赞不绝口……这也是对一
个剧种审美方式的推动！”杂技剧《战上海》，则

让杂技这一原本只求“技艺”的表演艺术，增加
了叙事功能甚至承载了思想感情，一时间引发

各地效仿。《医圣》让评弹从书场走进剧场，探

索了多人同说书、同唱评弹的可能……
相比之下，传统戏曲的剧种创新步履略有

迟缓。这也正是罗怀臻近来集中投身戏曲红色

题材创作的赤子之心。2016年 3?，“我和上海
京剧院领导去南京，与原著作者刘和平见面，

商议改编版权。”5年后，京剧《北平无战事》更
名《换人间》：“一个新版本，归零启动。”

舞台舞美 进入“演艺时代”

罗怀臻与著名导演曹其敬领衔的京剧《换
人间》创作团队，除了上海京剧院之外，还包括

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
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专业人才。大家达成一

致：声腔，要回到上世纪 30年代的“唱戏年
代”；舞美，要融入现当代视觉乃至装置艺术。

声腔回归的“唱戏年代”，就是戏曲剧种成熟

的黄金年代———当时的角儿、腕儿，就唱得好！不
借助任何电子或科技手段“加分”，唱不好，就是

彻底没戏。戏曲的本质正是表演艺术，表演艺术
的核心正是声腔艺术。舞台，则要进入“演艺时

代”，视觉审美、情感处理都可以现代化。“要让中
国第一艘京剧航母下水。”他表示，“当下中国舞

台剧已经进入大剧院审美———一种多样态的表
演模式，全新的观演关系。”

罗怀臻的话掷地有声：“所以，只有按照新
时代的文艺观，符合三种文明的标准，才是我

们舞台需要的，也是人民能接受的，并且是可
以流传并认可的。如此，我们在各个重大节庆

与节点上的主题创作，就不仅仅是收获了忙
碌，也收获了一个时期有标识特征的艺术成

果。” 本报记者 朱光

    剧作家罗怀臻最近很忙。 这位红遍大江
南北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编剧，在去
年 12? 28日至今年 1? 2日的 6?里，一
连出席了三部红色题材作品的建组仪式：参
与编剧、根据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改编的京
剧《换人间》在上海京剧院建组；扬州市扬
剧团开排他编剧的扬剧《阿莲渡江》；回
到上海淮剧团，启动淮剧《寒梅》的
二度创作……这三部红色题材
剧目， 都定于今年上半年首
演。 “文艺家不可能去选择
时代，只有去理解时代，并
在时代中做出独特的
个人创作。”罗怀臻
如是说。

    ■ 忌题材内容与剧种
风格不合。任何剧种都不是
万能的，其局限性也是其优
势，要顺应艺术规律，不要
拧着做；要“顺向创新”，不
要“逆向创新”。 例如《换人
间》这个题材肯定不能做女
子越剧，也不适合具有乡土
底色的淮剧。

■ 忌题材内容与舞台
质感不合。 不要以奢华去
表现扶贫， 甚而炫耀自己
的奢华。 正如张艺谋不会
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影
调， 去展现 《一个都不能
少》的故事。

■ 忌以普通人的人性
做革命题材的“祭礼”。 把
老百姓可感的亲情、 爱情
作为祭品， 这与党的基本
宗旨是背离的。

■ 忌将革命工作与私
人生活对立。 紧急时刻，为
何先进人物一定要生绝症？

家里为何总要发生祸事？

舍小家，为大家，事业就一
定辉煌？

罗怀臻———

    本报讯（记者 吴翔）作为建

党百年的献礼作品，由上海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献礼电影

《大城大楼》今天上午在中国第一
高楼上海中心 22楼陆家嘴金融城

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特别的启动仪
式，影片监制张建亚、导演谢鸣晓、

编剧何晴携演员陈奕龙、李媛、佟

瑞欣亮相。影片预计在今年暑期档

与观众见面。
电影《大城大楼》是一部以上

海陆家嘴新型党建为背景，围绕救
助患儿鹏鹏引发的一系列感人故

事，影片选择将镜头聚焦 90后的
“这 30年”，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

的年轻人，伴随着如火如荼的开发

大潮，用自己的方式挥洒青春热

血，在各自岗位上创造奇迹。
在剧本阶段，片方便格外着力

塑造一批鲜活可感、有血有肉的
90后普通年轻人形象。影片将电

竞作为 90后“正青春”的切入点，
是对时代特色的反映。电竞产业作

为新业态的重要组成，正成为中国

数字内容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也

成为 90后年轻人的时代标记。
电影《大城大楼》想要传递的

正是当代年轻人饱满昂扬的精神
风貌。为了将上海建设成为世界上

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一批又一批年

轻人前赴后继，披荆斩棘，锐意进
取，行进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壮阔

征程上，充分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
影片开机发布会现场，邀请到

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代表，和片中男
女主角李石、安安一样，他们也有

着自己的热爱、自己的信仰。他们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扎根在

自己热爱的事业中，无一例外都证

明了 90后一代已经成长为社会发
展中流砥柱。正因为有了这些年轻

人的热爱与坚持，才会有上海这座
城市更加美好的未来。

“上海出品”《大城大楼》上午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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