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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
的
古
典
有
点
酷

    昨天， 电视剧
《觉醒年代》 主创团
队包括总制片人刘
国华、 导演张永新、

主演于和伟（饰陈独
秀） 等来到复旦大
学，与青年学子相聚
在相辉堂，一起翻看
《新青年》 的创刊号
原件，读一读一百年
前陈望道写的明信
片……张永新与大
家分享着创作的背
后故事，笑着对同学
们说：“我现在终于
知道， 你们 00后的
观众说我们这部剧
YYDS究竟是什么意
思了……”

遇见珍贵史料
活动的前一夜，天公不作美，电闪雷鸣，北京

来上海的航班大面积取消。为了不负复旦同学的

期待，《觉醒年代》这群主创天不亮就起床，迎着
朝阳，赶上最早一班来上海的高铁。

下午如约相聚在相辉堂，简单的寒暄后直奔
主题。活动主持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

奋直接向剧组和同学展示了一件“宝贝”———从

复旦大学图书馆特展部借出的
《新青年》创刊号原件。全场观众

几乎都站了起来，想一睹它的风
采。在剧中扮演《新青年》第一任

主编陈独秀的于和伟坐在一边
也看得仔细，他和现场的同学一

样，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珍贵的史料。

“这是蔡元培的题词，这是胡适的题词……”
张力奋戴着手套一边翻阅，一边向剧组和同学们

介绍，“后来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到上海，
他去广州工作之前，就把编辑权交给了陈望道，他

也曾是复旦大学的校长。”青年学子与这本杂志的
距离一下拉近了。

除了这本珍贵的杂志之外，陈望道之子、复旦

大学教授陈振新也从家里带来了一张 100年前的
明信片，那是陈望道写给胡适的，告诉他作品已经

刊登在《新青年》上了，上面还有胡适家当年在北
京的住址。“我记下来了，钟鼓寺胡同 14号，下次

去北京一定要去看看。”小刘同学用手机拍下了大
屏幕上的这张明信片。

老老少少爱看
“当时拍《觉醒年代》这部剧前，我想可能主要

的观众群会是中老年观众。”张永新说，“后来平台

方给我一份数据，上面显示超过六成的观众都是
90后、00后的年轻观众。弹幕上，评论区中，他们

对于这部剧的评价也是一次二度创作的过程。比
如，我现在终于知道，00后的观众说我们这部剧

YYDS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就是‘永远的神’。这才

叫同频共振嘛！”一番话让现场的 00后笑了起来。
说来有趣，看着年轻的观众与剧组主创相谈

甚欢，80多岁的陈振新表示“不服”。“这部剧，不仅
年轻人喜欢，我们中老年人也喜欢的。我是怎么知

道这部剧的呢？那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老朋友的
电话，他是同济大学的教授，90多岁了，他在电话

里叫我快看电视，《觉醒年代》里正在演陈望

道先生的故事，他说得很激动，讲了这部剧
拍得如何如何精彩……”挂了电话，陈振新立刻

打开电视，“结果跟他通电话时间太长了，打开
电视，那一集已经快结束了，我只能第二天回看。”

第二天打开电视，看着父亲陈望道在剧中的模
样，又看到他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柴房，陈振新

有些感慨：“他年轻的时候，我还小，所以我能记得

的都是父亲中老年时候的样子，这部剧让我看到了
他年轻时候的风采。”那个诞生真理的柴房故居陈

振新也去过，他赞叹剧中的场景“非常真实！”

共唱青春誓言
能让陈振新都觉得真实，是因为剧组的用

心。“这部戏，我们大大小小置了 340多个主要场

景。”刘国华说。北京的前门大街、《新青年》编辑
部所在的箭杆胡同、李大钊避难的韩文公祠……

这些都按照真实场景 1比 1.2搭建，“之所以要比
原景稍大一点，因为还要放拍摄的机器。不过，陈

望道先生的柴房，我们是按照 1 比 1 复原的，就
连柴禾堆放高度都去原址考证过，要知道现在

的年轻观众那是非常会求证的，所以一定要精

益求精。”

为了搭建“前门大街”，《觉醒年代》制
作团队在横店二百多米将近 300米的水泥

地的街面上，全部垫上沙土，整个工程，制
作组用了几百台车，每台车载着 8吨的土；

剧中老北京城里飞扬的尘土，是制作团队
专门从河北运来的干土，因为横店多雨，土

都是湿的，效果达不到；陈独秀院子里，有

河北拉来的葡萄架子，山东运来的枣树；横
店的景都是画的砖缝，为了强调质感，剧组

重新贴砖，打磨做效果……“这些方面点点
滴滴，当它连成片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大工

程的时候，这个戏扑面而来……”张永新
说。整个剧组穷尽力量去追逐历史真实和

艺术真实的统一，这样的工作态度最终赢
得了观众的掌声。

在活动的尾声，复旦大学师生还与剧
中邓中夏的扮演者查文浩、高君曼的扮演

者周显欣一起朗诵了《青春》：“为世界进
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

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本报记者 吴翔

    无需穿西装、打领带，正襟

危坐；亦不用担心走动会搅扰现
场气氛，你可以选择在前排的长

条凳上入座，也可以站在后区，
随意地靠着小圆桌，一杯红酒配

古典，等待新古典带来的“炸

裂”。昨晚，黄标现场（Yellow Lounge）

2021年度首场古典音乐派对在黑石 M+

园区 TRI第三空间举行，这也是黄标现

场在第三空间首次对乐迷开放邀请。
这里是青年艺术家的“音乐实验

室”，也是新古典爱好者的秘密花园。艺
术家可以在这里做曲目设计以及跨界

尝试，甚至能够在背后的白幕上“画”出

音乐的色彩，用简单的灯光配合节奏舞
动。而聆听者大可不必太过拘束，在新

古典的探索中，可以沉醉或者随着音乐
摆动身体，将灵魂放空，把心暂时交给

音乐，享受这难得“静谧时光”。
小提琴家宁峰、青年钢琴家罗维共同演

绎阿沃·帕特《镜中镜》，音乐营造的空间感
让人仿佛坠入秘境。在这不寻常的古典现

场，宁峰觉得能用音乐的方式进行“心”的交
流，很值得点赞。生于 1998年的罗维，是古

典界的新星，能够不用穿长裙演奏，“我
可以自由选择音乐，甚至选择背景灯

光，这样的古典现场让我觉得酷到
‘炸裂’。”

平均年龄 20出头的新古典室内乐团，成
立于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期间，由青年指挥金郁

矿发起，集结国内优秀的青年演奏家。在金郁
矿与首席林瑞沣的带领下，已成为中国目前最

活跃和积极的年轻室内乐团。大提琴演奏家陈
亦柏与乐团合作一曲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

林》，让现场气氛升温。

作为黄标现场中国品牌大使，上海交响乐
团音乐总监、世界知名指挥家余隆表示：“每个

音乐家都知道，鼓励下一代表演者有多么
重要。而建立新的观众群，让年轻人在聆

听音乐会时宾至如归，也同样重要。黄标
现场源自古典音乐，但更打破古典音乐演

出的陈规。它走出严肃音乐厅，着力营造
轻松、创意的音乐气氛，让古典幻化新声，

以更现代、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方
式，展现在乐迷面前。”

现场，既有热衷古典的乐迷，也有
被朋友叫来感受现场的普通青年，难

得的是，黄标现场所营造的环境不会
带来门槛。丽萨·黄就是被朋友“安利”

而来，她坦言，这样的环境和她想象中
的古典现场很是不同，最大惊喜就是

“不拘束”。于艺术家而言，黄标现场是

一个实验、呈现与成长的空间；而于更
多观众而言，这里提供的是一种

全新的以音乐为媒介的生活与

社交方式。本报记者 朱渊

■ 《觉醒年代》主创团
队走进复旦
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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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醒年代》主创走进复旦大学
与青年学子共话理想———

以青春之我
创青春之家国

■ 《觉醒年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