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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青春共振
今天，左联纪念馆的展厅化作流动的舞台，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身着上世纪 30年代服饰，以

《前哨》中左联五烈士的英勇事迹为主线，通过情

景再现、角色独白与观众互动，带领市民穿梭于

左翼纪念馆。演员们以饱满的激情演绎革命青

年追求真理、不畏牺牲的壮烈场景，在学生演员

的带领下，在场所有人一起念鲁迅《为了忘却

的纪念》中的“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

丝……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不

少人眼中泛起泪光，“仿佛触摸到了先辈们炽热

的理想”，一位参与活动的青年感慨地说。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一次深

刻的思想洗礼。演出结束后，学生们结合排演过

程中的感悟，以“左翼文化与当代青年责任”为

题，结合当代语境重新解读左联精神。“他们说你

是个诗人，于是我有点懂你了。”出演殷夫烈士的

大学生李佳宬，不仅在演说中完成了对殷夫的精

神告慰，更展现出“Z世代”传承历史叙事的自

觉，对理想主义的炽热追寻。“百年前的同龄人用

生命书写信仰，今天的我们更应思考如何用创作

回应时代。”有同学在分享中表示。

本次活动由新民晚报社、中共虹口区委宣传

部联合主办，上海戏剧学院、中共四大纪念馆协

办。在“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的促成下，

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与中

共四大纪念馆的研学基地签约仪式，共同打造青

年思想引领新阵地。

红色基因代代传
秉持以文学团结青年的宗旨，活动主办方向

学生代表赠送《自有夜珠来——“夜光杯”〉美文

征集佳作选粹》，寓意“以书载道，以文育人”。左

联成立之初，鲁迅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

务”，诞生于 1946年的《新民晚报》“夜光杯”副

刊，作为上海的文化名片，始终是连接文学与大

众的桥梁。面对数字时代“文字表达衰退”的挑

战，“夜光杯”与左联纪念馆以“青年写作计划”探

索“红色理论青年化”路径，续写“有一分热，发一

分光”的鲁迅精神。“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

划”不仅是文学平台，更成为凝聚青年思想、传承

红色基因、塑造城市人文生态的实践载体。当年

的左联盟员平均年龄不到 30岁，这次活动让大

家看到，今天的青年同样能用创新表达让红色文

化“活”在当下。当文学跨越代际，时代的精神便

生生不息。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第二季还将

与虹口区作协合作，陆续推出青年创作专栏、红

色文学行走等活动，鼓励青年以笔墨续写左翼文

学的精神图谱。新时代的青年，与当年的殷夫同

龄，同样心怀滚烫的理想，肩负时代的使命。

向新发力的“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

将以“沉浸式体验+理论宣传+新媒体传播”三

位一体的模式，推动红色文化从“文件话语”到

“青年话语”的生动转化，以新媒体传播扩大红

色文化声量，以青春实践诠释城市精神品格。

本报记者 吴南瑶

创新表达让红色文化 在当下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第二季“五四”专场举行

俄罗斯 8小时魔幻现实主义话剧《大

师与玛格丽特》今天在上戏实验剧场上演

——这部自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

夫的同名长篇小说的改编剧目，由俄罗斯

著名导演格里高利·科兹洛夫执导、圣彼得

堡马斯特卡雅剧院出演。该剧院上一部在

中国巡演的8小时戏剧是《静静的顿河》。

演出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 13
时起至 17时的两幕：《万尼亚·流浪者》

《大师》；第二部分是 19时起至 23时的两

幕《莫斯科与邪恶力量》《玛格丽特》。

《大师与玛格丽特》原著是魔幻现实

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布尔加科夫 1928年
开始创作，但几经周折后于 1931年重启，

随后又写了 12年，直至去世前一个月。

这部小说前后修改 8次，于 1940年完成，

叙事技巧独特、思想内涵深邃。话剧基本

因循原著展开，大致分三条情节线——一

是撒旦假扮外国教授沃兰德，走访上世纪

30年代的莫斯科，讥讽了当时的文坛；二

是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这部分与《浮

士德》遥相呼应；三是罗马帝国犹太行省

总督本丢·比拉多与耶稣的故事。全剧结

构还有戏中戏。大师写了有关本丢·比拉

多与耶稣的故事受到了批判，进了精神病

院。他失踪后，玛格丽特四处寻找，遇见

撒旦的随从，历经奇事，救出大师。最终，

撒旦带着大师和玛格丽特一起飞走，留下

莫斯科陷入一片火海……

这部戏有155个角色，由28名演员出

演。他们充满生机、能量爆棚，把一个个

个性鲜明乃至怪诞的角色，都演得生龙活

虎、魅力十足。道具颇简单，仅仅是影子

的投射，就能把看似是教授，实则是魔鬼

的威慑力显现出来。乐队很活跃，现场音

乐的氛围全靠小乐队随时弹奏。

圣彼得堡斯特卡雅剧院创建于 2010
年，由圣彼得堡国立戏剧艺术学院教授格

里高利·科兹洛夫指导的表演和导演班组

成。这些毕业生上演的剧目，每一次都能

成为戏剧圈的热议话题。2017年 10月，

格里高利·科兹洛夫首次将《大师与玛格

丽特》搬上戏剧舞台，于10月19—20日首

演于马斯特卡雅剧院。这是科兹洛夫教

授的这批年轻演员的首次登台，能量澎湃

的精彩表演和巧妙简捷的舞美设计轰动

俄罗斯剧坛，出色诠释了这部 20世纪最

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之一。

作为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艺术总

监，格里高利·科兹洛夫曾获得众多奖项，

包括俄罗斯功勋艺术家（2006年）、俄罗斯

国家奖、（1999年）、俄罗斯国家戏剧奖“金

面具”奖（2023年）。2024年，其导演的话

剧《静静的顿河》，获得上海·静安现代戏剧

谷“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引进剧目。

马斯特卡雅剧院的每一代演员都有

属于他们自己的作品，包括《白痴》《静静

的顿河》等，这一次则是《大师与玛格丽

特》。 本报记者 朱光

俄罗斯8小时魔幻现实主义话剧

《大师与玛格丽特》沪上首演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沉浸

式VR体验已经成了当下潮流的

看展方式，借助上海博物馆《金字

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的热展

之风，《消失的法老》基于文物打

造出古埃及文明的全宇宙展厅。

从这个“五一”假期开始，开辟出

大空间沉浸式VR互动的全新品

牌博新全宇宙在 BFC外滩金融

中心再掀“波澜”，《泰坦尼克号·

遗世回响——沉浸式探索体验》

将在此迎接嘉宾至今年的国庆长

假，这是该主题的华东地区首秀，

制作团队来自法国。

展览邀请观众在佩戴VR眼

镜后穿越时空，光临令人好奇又无

法抵达的场域。“泰坦尼克号·遗世

回响”结合历史学术考证、虚拟现

实重构和数字互动叙事，在30分
钟的大空间虚拟现实体验中，让观

众亲历泰坦尼克号的世纪沉浮，走

进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探险一开始，观众将跟随深

潜器直达3800米的大西洋海底，

近距离观察沉没百年的沉船遗

址，并找回泰坦尼克号官方摄影

师威廉·哈贝克拍摄的失落影

像。通过影像镜头，观众仿佛化身深海的潜水员，头

戴头灯，探索巨轮的海底残骸。一个转场，忽而又穿

越回巨轮1912年的首航日，与同船乘客一同惊叹于

其豪华与宏伟——漫步甲板、欣赏日落、参加舞会、

走进发动机室。最令人心惊胆寒的就是回到了驾驶

舱冰山撞击那一刻，观众成为灾祸的见证人，冰块掉

落到甲板上，响声如命运转折一般震撼。

博新全宇宙创始人、LWA卢瓦文化首席执行官

唐祎程表示：“这部作品通过高品质的历史重构，让

观众仿佛穿越时空，回到1912年那个被冰山和大西

洋封存的历史现场，希望能让全年龄段观众、广大电

影及历史爱好者都能领略历史重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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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春风激荡青春的热血，为纪念五

四青年节，弘扬左翼文化精神，“夜光杯·左
联·青年写作计划”第二季“左翼文化与当代
青年责任”系列活动“五四”专场，今天在左
联纪念馆以融合了话剧《前哨》片段的沉浸
式导览开场，带领现场的市民与学生穿越时
空，回到 95年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
那个青春激荡的日子。活动通过“沉浸式体
验+理论宣传+新媒体传播”三位一体模式，
将左联精神转化为“青春话语”，推动红色文
化从历史文本入心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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