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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同类题材表现手法
《破晓东方》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直

接命题并指导创作，中央电视台、上海广播

电视台、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由高

希希执导，编剧龙平平、秦溱强强联合，张

嘉益、刘涛、李泽锋、冯绍峰、乔振宇等实力

派演员联袂主演。通过该剧，观众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在短短一年多间，逐步带领“旧

上海”走向“新上海”的光辉历程。该剧在

春节期间持续热播，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

论，并屡创收视佳绩，在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黄金时段电视剧最高收视率

1.975%，集均收视率1.625%，多次领跑周

榜；东方、浙江卫视CSM64城综合收视

0.669%，位列同时段卫视第一。

在研讨会上，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

“《破晓东方》展现日出东方的气象，以充满

诗意的剧名激励我们迎接向阳而生的

2023年。这部剧抓住了‘战上海’作为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殊气

质，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

军作为智慧之师，始终用高度的政治智慧、

高度的政治谋略来推进‘战上海’。该剧还

用想象激活了历史的生动表情，耐看的历

史剧需要丰富的历史表情，经得起回味的

细节和人物，全剧当中，这些人物比如陈毅

的开阔气度、陈云经济管理的精细等，都在

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李京盛表示，《破晓东

方》丰富了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的叙事格局

和表现手法。该剧将

革命放在一个更丰

富、更细致的时代氛

围中表现，使革命主

题阐述得更丰厚。中

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戴清认为，剧作成

功地将追缅和纪念放

在一起，为电视剧的

叙事容量带来了巨大

的可能性和表现空

间，“最终呈现的《破

晓东方》既是革命的

颂歌，又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上海人民共同

走向新生的恢宏史

诗，是革命颂歌加

建设史诗的双重交

响”。

展示“共产党为什么能”
回顾创作的历程，导演高希希认为细

节是历史的表情。像李白烈士牺牲、解放

军进城后睡马路等，这些是解放上海过程

中的历史真实。高希希说：“在重大历史革

命题材作品的创作中，我们不仅要正确地、

艺术地还原历史脉络，更要发掘出时代的

精神力量，找到历史和今天的传承关系，通

过弘扬那个历史时期的精神，传递符合当

下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诚如高希希所言，《破晓东方》从波澜

壮阔的党史出发，全景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之后中国共产党应对的第一个历史性的

“大考”。研讨会上，编剧龙平平通过视频

发言表示：“《破晓东方》这部电视剧以解放

上海、建设上海为基本素材，反映中国共产

党在夺取革命胜利的最后关头，如何‘打破

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波澜壮

阔的历史过程，这是党史题材电视剧上的

一个空白。”

第一次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中扮演

“红色资本家”的演员冯绍峰用细节来塑造

人物，还原历史本来的样貌。剧中有一场

戏让他印象深刻。“荣毅仁清晨骑车上街，

看到满城露宿的解放军战士，他做了一个

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动作，就是下车去用手

试探战士的鼻息。”这一细节看似莽撞，实

则符合逻辑——以荣毅仁的见识，躺在大

街上的军人以往大多是战死而未收拾的尸

体，面前是一支胜利之师，他们竟然没有闯

进百姓家，而是极度自律地露宿街头。“他

感受到指尖鼻息的那一秒钟，感动和信心

都聚拢而来。就像总编剧龙平平说的，这

一刻，就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一刻。”冯绍峰说。

在很多观众看来，这部《破晓东方》是

一部电视剧形态的党史教

科书，它大力弘扬了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动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

人民的伟大力量。通过观

看党史影视剧的过程，就

是回望来路、重温党史的

过程，也让观众在潜移默

化间受到革命精神与理想

信仰的感召，进一步增强

对党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

同。

正如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副主

任申积军所说的：“《破晓

东方》的成功为重大革命

题材作品开拓了新的思

路，在文学作品的影视转

化、重大题材的创新表达、

严谨审慎的创作态度三个

层面积累了经验。”

本报记者 吴翔
驻京记者 杜雨敖

“上海出品”重大革命题材剧《破晓东方》昨在京举办研讨会

看旧上海
如何成为
新上海

本报讯（记者 赵玥）今年正值

上海淮剧团建团70周年，剧团推出

贯穿全年的建团70周年演出季，以

“繁花四时”为主题，集聚精品佳作、

淮剧名家、上淮新星。3月13日至

16日将开启演出季首个篇章“春

晖”，目前已开票。

演出季分为春晖、盛夏、秋实、

冬韵四个系列，“春晖”篇将推出青

年演员武戏专场、淮剧《赵五娘》和

《水漫泗洲》，着重展现剧团五年淮

剧学馆制的成果，让观众看到青年

演员在专业能力与传承工作上的进

步与成长。

3月13日推出的青年演员武戏

专场中，陈荣荣、马震宇、钱薇、张佳

浩将分别上演淮剧《扈家庄》《杀四

门》《昭君出塞》《螺丝峪》。这四折

戏皆以武戏为主，对于青年演员而

言，充满了挑战。自新年开工，他们

便投入到排练当中，一遍遍反复训

练，确保舞台上动作的万无一失和

演出的精彩呈现。

3月15日，顾芯瑜、陆晓龙将演

绎淮剧《赵五娘》，3月16日，顾芯

瑜、王俊杰则将联手上演淮剧《水漫

泗洲》。两个剧目皆采用了老带新

的演员阵容，既保留了淮剧表演和

唱腔的原汁原味，也融合了当下观

众的审美。为了回馈观众一直以来

对上海淮剧团的陪伴与支持，剧团

已开启“团庆70周年演出季——春

晖”早鸟票限时福利，三场演出“打

包”售票，给予戏迷们最大优惠。

5月开启的“盛夏”篇将带来团

庆70周年晚会，荟萃经典唱段，汇

聚淮剧明星。5月23日淮剧《金龙

与蜉蝣》传承版将重磅上演。30年

前的5月23日，都市新淮剧《金龙与

蜉蝣》在美琪大剧院首演。同一时

间，同一地点，30年后再次上演颇

具意义。此次复排演出该剧，不仅

是向经典的一次传承和致敬，更是

新生代淮剧人对戏剧发展的一种探

索和自我突破。

9月“秋实”篇章里，剧团将呈

现多出原创新戏，如近些年口碑和

观众缘俱佳的淮剧《寒梅》《闯上海》

《浦东人家》，既有家国情怀的满腔

热血，亦有家长里短的时代记忆。

在11月，“冬韵”篇将汇集名家版

《琵琶寿》《牙痕记》等传统经典大

戏，以精彩的剧目带领观众感受剧

团多年来在剧目方面的守正创新。

“繁花四时”淮音不绝
上海淮剧团70周年团庆演出季贯穿全年

昨天下午，“上海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剧《破晓东方》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该剧改编自已故历史学家刘统的著作《战上海》，以上海解放第一年为
切入点，让观众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打江山”的壮烈和“守江
山”的艰辛。研讨会上，观众和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回味和分享了在这部电
视剧中的收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咏雷，中共上海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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