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18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新创（含改编）大型剧

目 109部，较前年增加 11部；全年共完成演出 10790
场，较前年增加 571场；观众 32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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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赛踢再好，市场再繁荣，踢不进世界杯还

是白搭！ ”“优秀品牌虽多， 还是要有特色强势品
牌，提升在世界上的清晰辨识。”“剧目积累上的成

绩有目共睹了，那么人才传承是否跟上？”昨日，专
家们就上海每个院团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现状进行

了细致入微的考评，逐一搭脉、问诊、开药方。

上海国有院团的“年度考核”，既是对过去一

年的总结和自省， 也是为即将展开新的一年工作

梳理思路、校准努力方向，诚如专家们所言：“找准
方向，才能有的放矢地去努力。 ”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
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

市三年行动计划的关键之年。 国有院团的任务是

对标重大时间节点，精益求精推动艺术创作，继续
围绕“决胜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建党 100周

年”等重大节点，科学编制重大选题创作规划，不
断提高创作生产组织化程度，在“一团一策”基础

上，推动“一剧一策”，发挥不同戏剧作品的优势特
色，努力推动现实题材创作。 朱渊

再出发
马上评

舞台需要更多“爆款”

去年 5月 20日至 6月 2日，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以下简称“十二艺节”）在沪举办。全国共

有 51 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评参演“十二艺
节”，其中 38部角逐第十六届文华大奖。上海歌

舞团有限公司创作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
下简称“电波”）作为艺术节开幕演出剧目，获文

华大奖。此外，上海淮剧团的艺术总监梁伟平获
得文华表演奖。

上海剧协副主席刘文国表示：“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被追捧的现状，简直能用‘红色电波’永
不消逝来形容，创下这样的佳绩绝不是偶然，它考

验的是院团长的独到眼光，也考验一个院团的整
体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在“十二艺节”崭露头角
的还有两部参评剧目———上海沪剧院的《敦煌女

儿》、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追梦云天》，四部参演
剧目———上海京剧院的《北平无战事》、上海昆剧

团的《浣纱记传奇》、上海木偶剧团的《最后一头战
象》、中福会儿艺剧院的《那山有片粉色的云》在艺

术节期间精彩上演。

红色基因有待挖掘
上海是一座具有红色文化基因的城市，在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上海解放 70周年之际，各院团

推出的红色题材创作亦是精彩纷呈：上海歌舞团
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杂技团的《战上海》和

上海沪剧院的《一号机密》共同构成沪上原创舞台
艺术作品“红色三部曲”，而上海京剧院的《北平无

战事》、上海评弹团的《初心》和中福会儿艺剧院的

《孩子剧团》等作品积极发掘革命历史题材。
无论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所开创的“非

典型性舞剧”，还是突破杂技原本晚会形式的杂技
剧《战上海》，可以给到同行们的经验是———只要

懂得“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主旋律创作和可

看性并不矛盾，艺术多样性演绎为主旋律题材演
绎提供了更多表现方式。就和考评专家、上海剧协

副主席刘文国在评点如何打造经典民族歌剧时所
说的道理相通，“心中有人民，手中有本事”就能打

造有口皆碑的主旋律作品。
当然，会上相关领导及评委也指出，院团创作

对这座城市“红色基因”的挖掘还只是冰山一角，
尤其是三年前方才完成陈列改造的龙华烈士纪念

馆中，就记录了 250余位英烈和英模的故事，1500

余张照片、400 余件文物、史料以及百余件艺术
品⋯⋯都是这座城市身后的红色历史积淀，也是

最鲜活的创作素材，这些英烈和英模的故事等待
更多文艺创作者去发掘、去展现。

多地联动形成合力
前日，“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长三角

非遗节（项）目专题推介会”在沪举行，短短 2个小

时里，申城市民足不出沪饱览长三角地区丰富多
彩的梨园锦瑟。月初，上海越剧院首推“版权输出”
模式，经典徐王版越剧《红楼梦》被浙江杭州富阳

越剧团“异地继承”。去年夏天，上海昆剧团联动浙
江昆剧团与永嘉昆剧团在上海、杭州、永嘉三地持

续夏季集训 31天，演员们在传统的“歇夏日”里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昨日，被视作上海国有
文艺院团一年一度“期末大
考”的 2019市级国有文艺
院团“一团一策”考核工作
会议在沪举行。整整一天，
院团长们逐一登台，经历
“同行评、专家点、评委议”
的“三堂会审”。 尽管从厚
达 323页的“一团一策”工
作总结中就能看到院团取
得的种种佳绩，但严格的
“考官”们还是对每个应考
的院团进行全方位“查漏补
缺”，院团长们在答辩评委
提问的同时，也对去年一年
来的收获和不足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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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小灶”，不论是体能还是功夫都有长足进步。

上海大剧院出品了人文昆曲《浮生六记》，主
创团队中有来自江苏的青年编剧罗周和优秀演员

施夏明、单雯，也有来自浙江的青年昆曲演员由腾
腾。这部作品由上海“搭台”聚力长三角创作力量，

或将成为全新创作模式。
上海在迈向“亚洲演艺中心”的路上，将进一

步聚力“长三角一体化”，发挥文化“码头”集聚效

应，不断提升服务全国的能力，为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提供文化支撑，为兄弟省份提供更多

的文化发展以及信息技术支持，联手提升区域化
文化软实力，为全国搭建“艺术展示平台”。

提升城市幸福指数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不仅是硬件设

施的建设，更是历史积淀和文化滋养，音乐、舞蹈、

戏曲、话剧、电影、展览、美术馆甚至藏匿在城市纵
横交错的街道中小而美的城市空间，都是增加城

市魅力指数和都市人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元素。

今天，上海交响乐团将为特检人带去一场特
别的音乐会，这也是 2019年上交推出“全城交响·

为你而来”系列的收官之作。这一公益演出全年共
计收到报名百余件，举办演出 10场。而就在上个

月，在公益品牌“音乐好邻居”基础上试水推出的
“晚高峰音乐会”也意外获得追捧，用晚高峰堵车

的一小时换一场音乐会，成为上班族们忙碌生活

的新期待。
各大国有文艺院团推出的公益惠民项目，让

高雅艺术不再高不可攀，让传统戏曲以最亲切的
姿态贴近人们的生活。而这交响旋律、翩翩舞姿、

唯美唱腔和动人表演也随着点点滴滴的惠民活
动，渗入人们的生活，成为都市最美的日常。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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