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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昨天，原创音乐剧

《国之当歌》在《义勇军进行曲》首唱地黄浦剧
场献演，上海歌剧院的演员们再现了当年田

汉、聂耳共创《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这部音
乐剧同时启动全国巡演，在五省十市巡演 17

场，雄壮的国歌将跨越万里，回荡在辽阔大地。

84年后再次出发
84年前的 5月 24日，电影《风云儿女》首

映于上海金城大戏院也就是如今的黄浦剧
场，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随之唱响，并迅速

传播至全国各地，吹响激励四万万同胞前赴

后继、奋勇抗战的嘹亮号角。1957年，周恩来
总理为金城大戏院题名“黄浦剧场”。

84年后，也是 5月 24日，还是在黄浦剧
场，由上海歌剧院出品的原创音乐剧《国之当

歌》让国歌的故事再次从故乡出发，把“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传颂到祖国各地。

对于主创团队上海歌剧院来说，84 年
前的 1935年也是不能忘却的年份。这一年，

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一批“小好汉”自发组
成了“新安旅行团”，面对国破家亡的苦难现

实，毅然迈出校门走向社会，开启了历时十
四年、行程五万里的惊世之旅，他们“一路宣

传、一路学习、一路成长”，高唱着《义勇军进

行曲》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烈焰烽火，穿行于
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最终集结在陈毅司令

麾下，跟随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昨天，“新旅”

老艺术家王树元也来到现场，回忆着当年他
和战友们打着欢庆的腰鼓走在了庆祝解放

大游行的最前列⋯⋯1956 年，正是由“新
旅”为主干融合多家革命文艺团体组建了上

海歌剧院。

一路高唱一路成长
音乐剧《国之当歌》自 2011年试演以来，

赢得了市场和口碑，在昨天黄浦剧场纪念演

出前，该剧还举行了全国巡演的授旗仪式。剧

中饰演聂耳的李新宇代表剧组接旗，他激动

地说：“今天，我们接过旗帜，便是接过了前辈
的期望与寄托。”在完成黄浦剧场纪念演出之

后，《国之当歌》28 日晚将献演于革命圣
地———延安。

五六月间，剧组将辗转万里，在五省十市
巡演 17场。此前，音乐剧《国之当歌》随“上海

文化全国行”“魅力中国红全国行”“文化部 70

部优秀作品巡演”“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

美国巡演”及各地艺术节、戏剧节等邀请，走

过国内外二十多座城市，而这次巡演则是《国

之当歌》建组以来，历时最久、距离最长的一

次巡演。
此轮巡演的目标是革命根据地及沿途的

干部学院，其中有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
院，有打响建军第一枪的“八一起义”地南昌、

“平江起义”地岳阳、鄂西战役地宜昌、国歌词
作者田汉的故乡湖南长沙、中国最高军事学

府国防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国庆 70

华诞的重要巡演，《国之当歌》将在首都北京
连演 5场，之后去往抗日义勇军诞生地东北

的牡丹江、哈尔滨。
一路上，剧组还将举行《青春激扬·国歌

嘹亮》的导赏讲座，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国歌产
生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与音乐鉴赏。为了继

承弘扬“一路宣传、一路学习、一路成长”的
“新旅”精神，剧组还将组织演职员参观革命

圣地，致敬老区人民，慰问新时代建设模范。
本报记者 吴翔

年后， 从首唱地再出发
上海歌剧院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开始全国巡演

    年逾八十的著名雕塑家赵志荣再塑恩师

张充仁《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雕塑作品，并将其 001号捐赠给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昨天下午，
这件作品由创作团队向馆方交接，观众将在

5月 27日《重大的转折·伟大的胜利———庆
祝上海解放 70周年暨南京杭州上海战役胜

利 70周年特展》上看到这件迟到将近 70年

的雕塑作品。

完成恩师遗愿
赵志荣是原上海油雕院副院长，上海人民

英雄纪念塔下沉式广场的浮雕、复旦大学的毛
泽东像都是他的创作，他最看重的身份是“张

充仁学生”。去年年初，在原上海油雕院院长肖
谷的建议下，赵志荣按照张充仁当年塑造同名
雕塑时遗留下来的三张照片，按照原作小样的

尺寸，按照先师传授的手法足足创作了一年。

要复原张充仁的原作，赵志荣创作了以
工、农、兵、学生和怀抱小孩的妇女为代表，定

格了五个人奋力举起五星红旗的刹那。塔顶

有一颗硕大的红五星，下缀四颗小红星；塔身
饰以云彩，塔基背面刻有花圈浮雕，庄严肃穆

的氛围。作品定稿后，赵先生请了沪上最优秀

的制模专家翻模，并用精铜翻成铜像。
85 岁的上海土山湾博物馆名誉馆长、

《张充仁传》作者陈耀王在青少年时代曾目睹
张充仁先生和他的助教王珲、助手徐宝庆（海

派木雕大师）三人，呕心沥血创作这座雕塑，

喟叹当年的经典不复存在。
赵志荣和创作团队将共同签署了自己名

字的捐赠文件连同这件雕塑作品交给了馆
方，并领取了捐赠接受文本。赵志荣非常激

动：“我完成了恩师的遗愿。这件作品与上海
失之交臂，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当年一波三折
1949年 5月 27日，张充仁迎来了上海

解放。不久，市政府决定在外滩建造上海人民

英雄纪念塔，12月 24日向全国发表公告征
求纪念塔设计方案。为此，张充仁联合了沪上

著名建筑师共同讨论研究，很快就设计和呈
送了多种纪念塔和雕塑的设计方案，最终脱

颖而出。

中选设计方案所示的纪念塔，由屹立在

塔基上的巨型雕塑铜像为主构成。1950年 5

月 28日，由陈毅市长题字并和潘汉年副市长

在外滩主持举行了奠基典礼。1951年 9月 25

日工务局与张充仁签订了《上海人民英雄纪

念塔雕刻委托塑制合约》，1951 年 12 月 13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明确批文：同意建立人民

英雄纪念塔，并批给工程用铜 23.5吨。张充
仁及其助手 3年来耗尽心血，终于将这座群

雕精像塑成，等待早日翻铸成铜像。
按照预定方案，雕塑于 1952年 4月先制

成石膏模型，“五一”揭幕，年底翻制成铜雕。

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上海于 1953年 3月 6

日发文终止了本市人民英雄纪念塔工程。在

张充仁晚年，听闻龙华烈士陵园扩建，他从法
国来函，表示愿意立刻回到上海，只要这件史

诗作品可以重现。但最终未能如愿，这也成为
张充仁的永久遗憾。

本报记者 乐梦融

雕塑家赵志荣弥补恩师张充仁遗憾

英雄群像捐赠上历博

双休日 5元同步看当季大片 居民最满意活动年年第一
沪北电影院昨崭新亮相

双休日 5元看当季大片

    沪北电影院昨以公益

电影配送活动启动仪式为
这幢承载上海人记忆的老

影院新登场揭幕———放映
的是同一天首映的迪士尼

新片《阿拉丁》，票价 5元。
在双休日黄金时间，

仅以 5元票价就可以购买

与院线同步的大片，是只
有静安居民才有的福利。

得到区政府的票价补贴，
也是沪北电影院得以坚挺

至今的原因之一。据沪北
电影院总经理吴玲青回

忆，最初她工作所在地名
为“新村电影院”，开业于

1986年 9月，是当时的上
海电影局为市民新村建设

后的配套工程，因而在上
海的四面八方，还分别建

造了“沪南”“沪西”“沪东”

等一共四个电影院。1998

年，新增了一个 142座的

小厅，成为一大一小的双
厅电影院。2016年外立面
翻新，2018年 7月起停业装修，进行整体转

型升级。
5元公益电影票，由静安居民先到所属

街道居委会领取优惠券，然后凭优惠券到沪
北电影院售票处购买 5元电影票。每张电影

票由静安区政府补贴 30元。连续 5年来，5
元公益电影始终排在居民“最满意”活动的榜

首。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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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之当歌》剧照 记者 郭新洋 摄

■ 黄浦剧场外景

■ 赵志荣雕塑作品（局部） 记者胡晓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