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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心号”红色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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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本土力量群星璀璨
下午 2时至晚间 9时，位于上

海大剧院现场的嘉宾访谈、演出及

线上放送等主题音乐日的节目将
全程网络直播，为广大市民与海内

外观众带来持续 7小时的音乐舞

蹈盛宴。新民 APP也将全程直播。

今晚 7时 30分开场的“唱响
百年 致敬经典”开幕音乐会上，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将带
领近来崭露头角的上音学子蔡程

昱、徐均朔共同唱响歌曲《百年》，
与上海歌剧院院长、指挥家许忠

麾下的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合

作，激情昂扬的歌声传承初心使
命。上海钢琴家孙颖迪等将作曲

家王世光创作的歌曲《长江之歌》
改编为同名钢琴协奏曲，由孙颖

迪担任钢琴独奏，并与上海芭蕾舞
团首席明星吴虎生和主要演员戚

冰雪合作演绎。活跃于世界乐坛
的上海小提琴家黄蒙拉将携 8名

上音附中、附小学生演奏上海著
名作曲家陈钢的作品《阳光照耀

着塔什库尔干》。

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
将作为最后一个节目上演。由许忠

指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
陆洋担任朗诵，沈洋和上海歌剧院

徐晓英、徐小明、张磊等歌唱家领

衔，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合唱团

及上海芭蕾舞团携手呈现。其中，
经典乐章《黄河怨》由女高音徐晓

英和俄罗斯亚娜·萨福诺娃同台演
唱。作品激昂的乐声吹响激励中华

儿女奋勇斗争的号角，传递全人类

团结与力量的信念。

云端线下互相交融
下午 2时，辐射 17家直播平

台的线上放送主题音乐日活动拉

开帷幕。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百名小

提琴专业学生在上海大剧院正门

台阶，排成 100?字队列，以百把
小提琴齐奏《唱支山歌给党听》奏

响“上海之春”的红色序曲。
借助日益发达的科技手段，运

用网络传输和高清影音等专业技
术，以现场演出和大屏幕云端视频

的联袂合演、互相交融的形式，海

外顶尖艺术机构的艺术家，在“上
海之春”创新性地实现“同台”。上

海歌剧院、上海芭蕾舞团和巴黎管
弦乐团将通过云端和现场的互动，

接力演绎音舞交融的《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由驻团指挥彭菲执棒，上

海民族乐团室内乐团近 40名演奏
家奏响国乐与交响《丝绸之路》，携

手澳大利亚歌剧院交响乐团、以色
列耶路撒冷室内乐团在云端和现

场联袂共演，海派民乐和西方交响
共谱世界和谐的华章。

在线上同步展开的嘉宾访谈
环节，大师、名家和新秀将来到直

播间，回顾上海文化品牌“上海之
春”的历史和特色，分享艺术家们

和“上海之春”的故事。上海大剧院
为庆祝建党百年开发设计的红色

文创产品以及歌剧院蛋糕和“上海
之春”咖啡也将同步亮相。

本报记者 朱渊

   从戏里 到戏外
“初心号”红色巴士是上影集团目前保存

最为完好的一辆道具车，它曾在革命历史题

材重点影片《开天辟地》中闪亮登场。铁制拉
门、木式座位和黄铜把手在上影能工巧匠们

的手中还原，坐下的瞬间，就仿佛被带回到那
个难忘的觉醒年代。

伴随着讲解，巴士党课的第一站“浙江一

师”到了。这里是上影集团与复旦大学联合拍
摄影片《望道》的取景地之一，“影片由胡军搭

档刘烨主演，目前正在最后搭景，即将正式开
拍，预计年底上映。”相比还未开拍的电影，蘸

墨水吃粽子的故事更加生动一些，“1920年春
天，受陈独秀委托，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

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在小
山村的一间柴房里，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翻译

工作。看着儿子忙碌而消瘦的身影，母亲特意
煮了两个粽子，配上一碟红糖，给儿子补补。

过了好一阵儿，母亲进屋收拾碗碟，却发现儿

子竟是满嘴乌黑，而那碟红糖原封未动。母亲

既好笑又好气，便问，‘红糖甜不甜啊？’儿子
浑然不觉，头也不抬，‘甜，真甜。’墨汁为什么

这么甜？因为，这是真理的味道。1920年 8月，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

版。截至 1926年 5月，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 17版之多。”听罢生

动的讲解，你可以在“浙江一师”门口的小摊

上，花五块钱买上一个小小的糯米粽子，蘸上
墨汁（红糖），真甜。

老基地 新建筑
车墩影视基地自启用以来，有 100多部

优秀红色影视作品在这里取景、拍摄，包括电

影《建党伟业》《建国大业》《建军大业》《红星
照耀中国》，电视剧《勇敢者》《信仰》，以及近

期央视热播的历史剧《觉醒年代》等等。不过，
为了拍好纪念建党百年的重要影片《1921》，

基地在 2020年特别邀请了中共一大会址的

修复团队，1：1建造复刻了渔阳里 2号、望志

路 106号、博文女校、辅德里 625号等建筑。

电影《1921》的导演黄建新如此评价：“在车墩
不是搭景，而是造房子。”行走在这些清水砖

墙的小巷中探寻红色起点，光影斑驳，想象自
己与革命先驱们擦肩而过。

有心思 巧设计
步入“一大”会议现场，18平方米的小小

房间里，玄机也不少。上影美工师比照毛泽东

笔迹精心模制的“会议纪要”，按照当年会议
照片“精挑细选”的玻璃小花瓶和 12盏茶杯，

还有被设置在八点的座钟。在这里，可以聆听
到取材于影片《开天辟地》的一段代表们热烈

讨论的音效。车墩不仅完整还原了中共一大

召开的场景，还利用高科技光影技术，“摇摇

晃晃”地还原了嘉兴南湖红船上的会议场景。
其实，这般巧妙的心思和设计，几乎贯穿

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课堂”。上车前，你可以
在“鸿翔服装店”，花 60元钱，租上一套钟意

又合身的“五四学生装”，体验感满满，也更适
合拍照。行至南京路帐子公司，高台演讲的革

命代表、群情激奋的抗议人群以及手持棍棒

的巡捕，瞬间又将时空拉回到了那个峥嵘岁
月。到站“上海大戏院”，你还可以欣赏到由经

典影片《开天辟地》《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
军》《渡江侦察记》《建国大业》与庆祝建党百

年巨作《1921》片断共同剪辑而成的短片《红

色光影录》，重温革命记忆。首席记者 孙佳音

“主题音乐日”今全球七小时全程直播

“上海之春”正青春

坐上“初心号”穿越红色光影路
“五一”去车墩体验沉浸式巴士党课

■ 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 记者 郭新洋 摄

第 37 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今日在上海
大剧院以“主题音乐日”拉开
序幕。
这是疫情发生后在上海举行的

首个国际性音乐节。具有开创性的
“主题音乐日”设置，以及通过云
端实现的“中外合演”，求新求变
的“上海之春”展现了蓬勃的
生命力。“上海之春”正

青春！

今年“五一”，在
车墩影视基地，命名为

“初心号”的红色巴士将载
着大家穿越红色光影，驶入
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昨
天，记者提前体验了这
堂特别的沉浸式巴

士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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