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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精神永不消逝，爱与信念永存。

“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段大家耳熟能详

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解放前夕，以李白烈士的

真实故事为素材，是由上海这座城市红色文

化基因孵化而生的一张城市名片。这一感人

肺腑的革命烈士故事屡次被改编成艺术作品，

其中，1958 年由孙道临主演的同名电影，成

为影响力极其广泛的中国影史佳作；2018 年，

上海歌舞团创排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突破性的编导创意和优秀的表现力，首演

即一炮打响，2019 年获得第十五届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大奖；如今，

上海歌舞团本着对优秀红色文化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拓展红色文化传播途径，

携手尚世影业推出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将“采用了部分电影叙事手法的舞剧”

变成了“舞剧电影”，使得《永不消逝的电波》

再度焕新故事表达。

作为第 26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于 6 月 15 日

进行世界首映，并将自 6 月 18 日起全国公映。

同时，该片也将纳入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

业协会与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联合推出的“红

色电影之旅”主题教育活动，以及由团市委

发起的“光荣之城青年行”上海青少年红色

大寻访活动。

从电影到舞台，又回归电影，“电波”

的故事在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上空画出

了一道艺术的螺旋，用持续的生命力，记录

下一段铭刻历史的英雄赞歌。2024 年，适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舞剧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既是向奉献青春和热血

的先烈致敬，也表达了电影主创以创新赋能

拓展红色“电波”IP 影响力的诚意。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自原

创舞剧，是舞台文艺作品创新突破的一次新

尝试， 利用电影手法为“打破”舞台表演的“第

四面墙”创造了丰富的叙事脉络。在保留舞

台表演的主体呈现外，取景车墩影视基地、

进驻 LED 虚拟摄影棚、选取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剧场实景、排练厅环境等，将故事穿插于

“实”与“虚”之间，创新地加以铺陈。

从舞剧到电影，领衔主演王佳俊表示对

表演层面的转换过程充满了惊喜，他用“造

梦”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它（电影）带我

们穿越回了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场景，你走

过那条街，就感觉自己是那个戏中人了。”

朱洁静则对电影的“真”，也深有感触：“舞

剧跟电影有一个很微妙的跨越，我们在舞台

上用了很多生活化的表演，但到了片场，这

种真切就特别‘落地’，比如摘菜、织毛衣

等细节，有了这次电影的经验后，再回到舞台，

一定能比之前状态更好。”而本片总导演郑

大圣，在对展现“真实现场”的艺术思考上，

选择在电影中融入若干历史资料片的方式，

以一种“偶然插入”的状态呈现，他认为“没

有任何形式感抵得过真实现场的震撼力”。

“电波”精神永不消逝，爱与信念永

存。今昔穿越，饮水思源，当下盛世美好，

正如先烈们所愿。《永不消逝的电波》通

过舞剧电影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电波迷”

和暂时还未有机会看过舞剧的观众了解走

进上海红色精神，上海歌舞团也希望用这

样的创新途径开拓剧场和影院‘双向互哺’

的新模式，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感受

现场演艺的魅力。线上线下共助“电波”

远传，让经典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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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搬上银幕

　　近日，“最后的贵族——乌菲齐馆藏 18

世纪欧洲大师绘画”在东一美术馆举办。此次

展览是东一与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五年十展”

合作项目的第四展，共展出 80件乌菲齐馆藏

珍品，汇集了戈雅、提埃坡罗、加纳莱托、布歇、

夏尔丹等50余位艺术大师的作品，通过绘画、

贵族首饰、手工艺品、雕塑等多种形式，再现

了美第奇家族留给世人的艺术遗产。

信息

最后的贵族——乌菲齐馆藏 18世纪
欧洲大师绘画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