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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染遍大地之际， 当影视剧、广

播剧回望不久前的严冬之时， 希望之
美，在城市里次第绽放。昨天，东艺重启

演出，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宣布“开票”，

剧场回归之日，让观众禁不住在网上表

示：“听到‘开票’二字，我哇的一声哭了
出来……”正在北京拍摄的上海出品影

视剧《在一起》，以及广播剧《金银潭 24

小时》则以影像以及声音，传递出普通
人在危难时刻依然心怀希望、敬畏生命

的万丈光芒。

其实，“先行者” 除了医护工作者，

还包括悄然前行的文艺工作者———随
着四季更迭，文艺工作者的成果，也逐

渐“淡入”。 在我们可能与病毒长期共存
的环境里，希望、信心显得尤其重要———

而这，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他们发掘
了普通人面对考验时的伟大，并把这些

伟大时刻放大。 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些

文艺作品， 不仅是历史时刻的真实记

录，更是面对意外灾难的力量支持。

90后护士心声
若把新冠疫情比作一场超级台

风，武汉金银潭医院无疑就是这场台

风的暴风之眼，金银潭是全国最早收
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也是最

早面对大量危重症患者而陷入困境
的医院。广播剧以上海首批援鄂医疗

队重症医学科 90后护士夏晓燕为第

一人称视角，展开 24小时的“生死叙
事”。这是一部向所有奋战在抗疫前

线医务工作者致敬的作品，剧中的男
一号“医疗队队长周军”身上有上海

援鄂首位“逆行者”、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钟鸣医生的影子，但更是一个

群体的象征，是在武汉一线所有医护
人员的群像。全剧的高光时刻，是夏

晓燕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后的心灵感
悟。那一刻，她不仅重温了跨越时空

的医学生誓言，更感悟到医护人员的
灵魂、信念和期许。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全剧的灵魂
誓言，正是由上海中山医院一群热爱

诗歌朗诵艺术的医生们诵读完成的。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

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
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

金银潭现场采音
本剧的音乐音效极为丰富，尤

其是在 ICU病房里展开的各种抢救

场面，涉及各种心肺复苏、插管、
ECMO 运用等设备及监护仪的声

效，都是由武汉广播电视台广播中
心的工作人员深入金银潭医院现场

采集的。

一批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
实力派演员在剧中担纲主要角色，

曾获第 9届佐临话剧艺术奖最佳男
配角奖的符冲担纲男一号，演播上

海医疗队队长周军；老戏骨孙毓才
出演张爷爷，剧中带武汉口音的独

白被其演绎得催人泪下；第 12届佐
临话剧艺术奖最佳女主角获得者钱

芳演播具有牺牲精神的武汉金银潭
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沈欣梅。而全

剧的叙述者、90后护士夏晓燕则由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同为 90 后的主

持人梓嘉担纲演播。
编剧之一俞霞婷表示，她努力在

剧中体现出一种希望之美：“在这场
疫情中，我们看到无数医者和患者身

上的闪光点。万物之中，希望最美。当
我们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可能会迷

茫，会绝望，但永远也不要放弃希望。
这就是《金银潭 24小时》想传递

给听众的信息。”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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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美

    “现在，路上满眼都是绿色，行人都穿上
了短袖，要拍出这个疫情最严重的冬天，不
仅地方真的难找，演员还要裹着厚厚的羽绒
服，一会就是一身透汗⋯⋯”这番感叹发自
导演刘江，他是“上海出品”的抗疫题材时代
报告剧《在一起》的导演之一。从 4月起，这
部由十个普通人抗疫故事构成的电视剧，兵
分几路，从北京到无锡，再到上海，正在紧锣
密鼓地拍摄中。

    昨晚，以上海援
鄂医疗队群体为原型
创作的广播剧《金银
潭 24小时》在上海新
闻 广 播 （FM93.4 /

AM990）以及武汉音
乐广播（FM101.8）首
播。该剧用声音展现
了上海首批援鄂医疗
队驰援武汉抗疫一
线，争分夺秒救治新
冠肺炎危重症病人的
感人故事。为了创作
该剧，武汉广播电视
台广播中心的工作人
员深入金银潭医院做
了丰富的现场声效采
集，并给听众带来了
长江边悠远厚重的江
汉关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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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拍好戏

这部由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和
耀客传媒、尚世影业共同出品的重点抗疫题材时代报告

剧《在一起》，计划筹拍 20集，每 2集 1个独立故事，形
式上有点类似去年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每个导演各

自“承包”一个单元，都是以抗疫期间各行各业真实的原
型人物、故事为基础，还原小人物在大环境下平凡善意

的举动，展现“全民互助，共克时艰”。比如刘江负责其中

的一个单元名叫《搜索》，讲的是一个疾控中心的工作人
员，在聚集性疫情暴发后追根溯源的故事，按照刘江的

说法，他要拍出谍战片的效果，“2集 90分钟，正好一部
电影的体量，我们要拍出电影的节奏。”不难看出，导演

们也在各自的片场暗中较着劲，精益求精。

夏着冬装为求真
3天前，刘江带着摄制组，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里拍，

商场里的顾客都穿着短袖，趴在二楼三楼的围栏边，看

着演员们都裹着厚厚的羽绒服一遍一遍地走位。刘江
说，“因为北京过年那会儿很冷，黄景瑜、李小冉包括每

个群众演员都要演出很冷的感觉，我知道他们羽绒服下
都是汗，也是难为他们。”

刘江遇到的问题，其他

导演也遇到了。三十多摄氏
度的天气，导演滕华涛在无

锡第五人民医院拍《同行》
这个单元。比起羽绒服，主

演杨洋身上厚厚的防护服
更闷热，还不能随便脱，因

为每穿一次必须要严格按

照医生的指导，时间成本太
大了，所以干脆一闷到底。

三演医生遇难题
曾经在《外科风云》和

《到爱的距离》中扮演过医生的靳东，这次参与这部《在一起》的

《方舱》单元的演出，第三次饰演医生。原以为熟能生巧的一次
演出，却让靳东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难题。“我终于参与了一次不

用化妆的戏，隔着防护服，大家除了眼睛，其他也看不见。”靳东
说，这个戏 80%的戏份，都穿着防护服，就算面对面，也看不清

是谁，只有防护服上的名字提醒着大家这个人是谁。“能不能看
清我是靳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清他们是医生。”

导演沈严比较幸运，他负责拍摄的《摆渡人》单元第一个开

拍的，赶上了冬天的尾巴，“不过我们拍摄那会儿，哪里都封闭，
医院进不去，要进小区拍外景，也没有一个地方同意。”最后总算

找到一个没有开盘的小区，弄出了万家灯火的感觉，如今他笑着
说，“我这边都已经剪完了。”其他的几个单元组正在加班加点地
甚至通宵拍摄， 预计该剧将于 10月播出。

本报记者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