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疫情尚未平复之时，中国上海依然能

够举办第 37?“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意义非凡。
历年来，“上海之春”的特质之一，是力推“新

人新作”，主张首演首秀。2017年开幕音乐会“中国
故事———敦煌”，令人印象深刻。作曲家叶小刚虽

然早已享誉在外，但是他的专场音乐会几乎也都
是新作。曲目中不仅有音乐节委约首演的交响组

曲《敦煌》，其余《峨眉》《悲欣之歌》《星光》和《喜马
拉雅之光》等都是近年获得好评的新作。此后，指

挥家张国勇指挥浙江交响乐团演奏《海上新
梦———历?交响乐原创作品回顾音乐会》，也是对

新作品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展示。

对如何上演新作品，“上海之春”始终有着不
懈的探索。新作品的关键，还是要看质量、看品

质。“上海之春”并不是简单的试验田，而是力求
展示高质量新作的平台和孵化器。纵观世界上有

影响力的音乐节，概莫能外。还有，“新”的眼界要
宽，立足点要高，如此，中国的原创作品才会随之

“水涨船高”，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上海之春”业
已展示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

在注重新作的同时，“上海之春”也非常重视

世界经典作品的演出。上海交响乐团曾在波兰著
名指挥家雅切克·卡斯普切克执棒下，上演了卡

罗尔·希曼若夫斯基、维托尔德·卢托斯瓦夫斯基

的作品。这两位作曲家是继肖邦后波兰近当代极

为重要的、且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作曲家，尤其是
后者，成为那台音乐会的主角。音乐会上演了他

的第三、第四交响曲。当晚的音乐会极具震撼力，
新颖前卫的音乐语汇、波澜壮阔的史诗风格和深

邃内省的沉思幻想，在现场掀起阵阵狂澜。演出
结束时，乐手和指挥都非常激动，多次谢幕，真令

人依依不舍。上海交响乐团接着又在张洁敏指挥

下，演奏了卢托斯瓦夫斯基的继承人、波兰当今
著名作曲家潘德列斯基作品以及苏联作曲家肖

斯塔科维奇的《第六交响曲》，现场反响热烈。上
海歌剧院也曾连演三场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唐尼

采蒂的经典歌剧《军中女郎》，成为音乐节的一大
亮点。

创新与经典，是“上海之春”的两翼，只有比
翼齐飞，才能飞得高而远，才能不断产生深远的

影响。创新是有品质的活力，经典是有活力的品
质。经典来自于创新，没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就不

会有层出不穷的经典。而今已经成为经典的管弦
乐《红旗颂》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在“上

海之春”首演，在多次展演之后，才开始风靡全国
并走向世界乐坛的。

我们期待，有品质的活力，与有活力的品质，
始终成为“上海之春”振翅高飞的两翼。

    “第六?上海舞蹈新人新作展演”将作为

第 37?“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重要演出板
块，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以“艺心向党”的

主题，迎接建党百年。值得关注的是，31个参演
节目中，超过半数的作品为首演，“两新”特色

尤为鲜明。
经过两年的沉淀和积累，我们能够充分感受

到上海舞蹈人蓬勃的创作热情和情感诉求：本次

展演主题定位“艺心向党”，爱党敬党的题材成为

不少编创者的自觉选择：上戏舞蹈学院的群舞
《英魂》将“致敬英烈”作为核心表达，在塑造人民

战士的不朽形象时，融入了质朴、雄浑的鼓子秧
歌，不仅让人感觉接地气、有质感，也让民间舞传

统素材在主题演绎中获得了新的意蕴；上海师范
大学的群舞《光明行》把视角定格在中国共产党

诞生的 1921年，“石库门的灯光”作为题旨意象，

焕发起我们内心澎湃的激情。舞蹈以当代舞形式
记录了这一辉煌的历史时刻，并在客观物象和主

观情思上作了有效勾连；上海歌剧院的《血映桃
花》较好发挥了双人舞特点，以细腻的舞蹈编织，

刻画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以龙华
24烈士中蔡博真、伍仲文为原型的舞蹈作品中，

突出了“血雨腥风”和“桃花盛放”两个极具反差
的意象，在革命浪漫主义底色上，将一段“囚车上

的特殊婚礼”表现得感人至深。
上海歌舞团在新冠疫情最为严峻的阶段，戴

着口罩创排了多个反映抗疫一线英雄事迹的舞
蹈作品，此次参加展演的《永不放弃》就是其中之

一。作品以女子三人舞的形式，表现了医护工作
者面对疫情肆虐，白衣为甲、不畏生死的青春风

采和中国担当，用情感的尺度丈量出人性的高
度，用艺术手法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写真。作品

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独特的集体记忆，更具有

希望的力量。由此，我们也看到，舞蹈作品虽然体
量小，却同样能以饱满的精神内涵，参与到重大

主题创作以及国家叙事中去。发挥好“小舞蹈记
录大时代”的艺术功能，能使小型舞蹈作品的创

作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也使小型舞蹈这一艺术
样式在今天的生活中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本次展演中，不少作品着力于表现生动鲜活

的民间生活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群舞《看
场佬儿》的创作基于山东海阳大秧歌，其自娱性

和民间性特征显得尤为典型；《象人》一改我们对
傣族舞蹈的既定印象，以粗犷而具有泥土气息的

男子舞蹈，表现了人与大象、与自然之间的共存
关系；描摹今天少数民族生活的《回响》《沙漠胡

杨》等，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山之巅还是水之源，
淳朴的心灵里永远伫留着一道温暖的阳光，这道

光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生命的挚爱。《塑心瓷》
在题材上另辟蹊径，这一出自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业余舞蹈团的作品，突出表现了发光发热的
匠人精神，创作灵感来自于现实生活，舞台呈现

则富有想象力。浓墨重彩地表现民族风情、反映
人民对幸福和理想的美好追求，小型舞蹈在这方

面有独特优势。今天，我们从这一优势中看到，舞
蹈创作者并不满足于重复自己，他们在努力寻求

着时代特征和当代气质，在美学理念和舞性思维
上也形成了新的追求。

现代舞和现代芭蕾仍是本次展演的一个
重要看点，从《浮生一梦》《闪动的瞬间》《永生

花》《沉浮》《遗愿清单》《无以为家》等现代风格
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年轻一代更为活跃

的创作思维，也看到了舞蹈编创、表演人才的
迅速成长。

    没有虚构的人物故事，

唯有真实的历史呈现；没有
华丽的布景道具，唯有演员

精彩的表演。以中共召开二
大为历史背景的非虚构戏

剧《辅德里》，打破了红色题
材的叙事模式，带领观众走

进了一段发生在 100 年前

上海的真实历史……
戏剧选择非虚构，这在

创作上有很大的难度，也把
自己逼入了艺术创作的绝

境。这意味着你只能选用真
实的历史碎片，而丧失本来

拥有的艺术虚构空间；而创
作一旦离开了艺术虚构的

空间，其实是很难去架构一
部完整的戏剧。然而，《辅德

里》却进行了这一突破。
非虚构直接指向真实。

当观众走进剧场，他们所看
到的这一幕幕故事，都是曾

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
为了营造真实的历史

氛围，主创团队在剧场的大
门口竖起了一个石库门的

辅德里门楼。观众由此走
入，就能观赏大厅内的一组

微缩模型，它定格了 16个
发生在党的二大前后的真

实历史瞬间，利用灯光、剪
影、道具、镜面等多种手段，

展现了历史瞬间特有的现

场真切感。如中共一大遭到
密探袭扰、陈独秀在家中被

捕、中共二大在辅德里召
开、张人亚将党的文件交给父亲……虽

然没有人像出现，但微缩模型复原了那
些历史瞬间特有的现场感，让观众仿佛

一下置身于历史之中。它们都在静静地
述说历史，与舞台演出共同形成了动静

结合，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舞台上充满了年轻人蓬勃的活力，

他们不停地快捷走动呼喊，并变化出定

格的各种人物群雕造型，这让人想起人
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汉白玉雕塑。当蔡和

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杨开慧等年
轻生命相继倒下，当红色大屏幕上出现

这样一段赫然醒目的文字：“从 1921年
至 1949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共 380多

万。平均每天 375人。”观众一下为之震
惊，许多眼睛盈满泪水。这就是非虚构戏

剧的真实力量！
《辅德里》不是音乐剧，不是朗诵剧，

也不是话剧、歌剧，它没有借鉴传统模
式，但敢于艺术创新。18位演员用深情

讲述、优美歌声、人体雕塑、造型组合，与
大屏幕上的历史图像、情景场面、木刻图

画、天空海洋等融为一体。导演用全新时
尚的艺术手段，充满激情地呈现了 100

年前的历史场景，复活了一个个信仰坚
定、敢于牺牲的热血青年，折射出一个波

澜壮阔、激情澎湃的革命时代。
放弃艺术虚构，精准传递史实，《辅

德里》没有一个完整故事，只能碎片化
呈现。它涉及人物众多、事件频繁，地点

不一，时空跨越。但它尊重历史真实，没
有编造，始终遵循非虚构原则。这让舞

台上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

的戏剧样式，它将散落各
处的史料细心拾起，精心

选择，耐心编织，并紧扣建
党这条主线。陈独秀、毛泽

东、蔡和森、向警予、李达、
王会悟、杨明斋、王尽美、

张人亚等人物，分别在上

海、湖南、浙江、山东、法
国、俄罗斯等地奔忙行动，

却汇集于同一个建党主
题，可谓形散神不散。

大幕拉开，俯拍的上海
地图有个巨大的“十字”，它

由南北高架与延安路高架构
成。“十字”为保护辅德里这

一红色建筑作了避让，留下
了一片茂盛的延中绿地。高

架 1993年起建造，王会悟同
年去世。作为一大、二大见证

者，辅德里女主人王会悟的
临终回忆，就成了这部非虚

构戏剧呈现这些历史碎片的
唯一连接线。她的情感叙事，

连接着上海铭德里、树德里、
辅德里、湖南长沙以及新中

国诞生后的北京等地，这些
亲身经历饱含着泪水和深

情，通过歌声、台词深深感染
了观众。

《辅德里》融入了最新
的党史研究成果，赶上时代

节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

也增添了真实的历史质感。
如何表现陈独秀？与

《觉醒年代》一样，《辅德里》
对陈独秀没有回避，对他在建党时的贡

献给予正面呈现。这种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的精神，让此剧更贴近历史真实，让人

物焕发了应有的光彩。求真，使红色题材
激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陈独秀没参加党的一大，但他出席
党的二大是令人瞩目的。1921年 11月，

陈独秀出狱后即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发

出了中央局通告，明确党的二大定于
1922年 7月召开。他起草了第一部党章

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正是根据党史对陈独秀的最新评

价，主创团队积极调整对陈独秀的形象
塑造以及增加了他儿子陈延年、陈乔年

两个共产党人的形象，他俩的壮烈牺
牲，给这部非虚构戏剧增添了更震撼的

魅力。
《辅德里》先后出现了三座石库门：

陈独秀居住的铭德里，这里筹备了一大，
点燃了建党的星星之火；李汉俊居住的

树德里，召开了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
中共一大；李达、王会悟居住的辅德里，

举行了党的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与
一大共同完成了建党任务。三座石库门
与建党紧密相连，视

角新颖，既是对党史

研究的艺术表达，也
让观众一下记住了这

些上海石库门，深化
了人们对“党的诞生

地”和“从石库门到天
安门”的历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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