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似选题“撞车”

实则主题突出
在研讨作品中，有三部“龙华题

材”———以龙华烈士陵园里牺牲的烈

士为主角。聚焦左联五烈士与左翼革
命文学的话剧《前哨》由上海戏剧学院

院长黄昌勇担任编剧。民营文慧沪剧
团创作的《早春》则以左联五烈士之一

柔石为主要人物，展现其追求真理的

一生。参与选题研讨的话剧《浪潮》由
上海话剧中心创作，目前完成的构思，

同样聚焦左联五烈士。

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赵忱认为，看
似好像是选题“撞车”了，实际上这样的

主题创作是越多越好，越充分越好：“再
多的作品，献给为共和国牺牲的人们都

不嫌多。”而上海的民营院团能往前一
步承担主题创作的重任，值得嘉许。

看似创作“延期”

实则“好剧多磨”

研讨会承办方上海市剧本创作中
心艺术总监、《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

罗怀臻表示：“好作品不是以冲咖啡的

速度炮制出来的。”有些剧目已经参加

了好几届的研讨会。例如京剧《换人
间》，原名《北平无战事》，历经刘和平

等两代编剧四位作者 12年的打磨，从

电视剧版风靡全国，继而起意改编成
舞台剧，至今也有 6年之久。

“电波”的成功也不是偶然，上海
歌舞团如果没有舞剧《朱鹮》、“电波”

的两位青年导演没有那么多佳作的积
累，也是成就不了“电波”的———其中

有多少优秀舞段的精粹？

看似“别出心裁”

实则“意在创新”

“电波”开创了红色主题舞剧时尚
表达的先河；杂技剧《战上海》充满创

意地让杂技也具备叙事功能，表现战
争场面……如何让经典样式、主题创

作找到顺应时代审美的表达？这是上
海舞台独有的创新。

研讨沪剧《早春》的时候，人民日

报文艺部原主任刘玉琴感觉，“还是
缺了点理想主义的‘范儿’。”她的潜

台词是不够高昂。但是，同样来自人
民日报的青年记者就表示，“我们喜

欢它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范儿’，很生

活，很自然。”
罗怀臻分析，“我们创作要‘因时

而作’，而不是‘为时而作’”———亦即，
要因循、顺应时代选择，而不是做所谓

应景之作。如果戏曲找不到顺应时代
主题、契合时代审美的样式，确实要思

考一下其生存之道。

好在，上海舞台历来是打“组合
拳”。如此，每个剧目都可以找到其特

质，开创了“杂技剧”“评弹剧”等新类
型，也引领了“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

化”的风潮。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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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昨天，由上海国际电影节联

合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共同举
办的短视频单元“探索”特训营

在沪开营。29位报名参加此次特
训营的学员们，开启了为期一周

的电影圆梦之旅。
短视频单元创设于 2019

年，旨在以 4分钟内的短视频影

像作品为载体，通过征集、推介、

培训、跟踪等方式，发现新人，挖
掘新作。目前，短视频单元已与

金爵短片、创投训练营、电影项
目创投、亚洲新人奖、金爵奖一

起，构筑起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阶
梯型新人孵化培育体系。

2020年短视频单元系列活

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
新人佳作推介、导师圆桌论坛、

探索课堂等在内的主体活动，已
经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成功举办。20部入选优秀作品
的创作者受邀来到上海，在短视

频单元特别活动上获得了集中
推介。昨日开班的“探索”特训营

是短视频单元的第二阶段，更侧

重于对前期入选学员的跟踪培

训，通过导师讲座、探索工坊、项
目提案会等形式，邀请行业大咖

手把手传授经验，帮助学员在学
中做，在做中学，为心怀电影梦

想的年轻人铺设踏上电影之路
的新台阶。

据介绍，本期特训营为期一

周，围绕“影视全流程创作及如
何项目提案”精心设置了课程，

青年导演李睿珺，北美著名编剧

Dean·Burns（迪恩·布鲁斯），曾
参与制作过《唐人街探案 2》《流

浪地球》等多部成功商业大片的
制片人王佳任，动画大片《哪吒》

《姜子牙》的执行制片袁原，《长
城》摄影组摄影师颜代尧等国内

外名师将在现场为学员答疑解

惑，分享实战经验。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

任童颖、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
行院长蒋为民、咪咕视讯总编辑

刘谦出席了昨天的开班仪式，并
鼓励学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多多创作好的作品，早日圆梦电

影。开班仪式一结束，红鲤动画

制作总经理袁原就结合《姜子
牙》《哪吒》等优秀动画案例，为

学员们带来了生动的第一堂课。
他从角色、环境、视觉研发、动画

表演、灯光、特效等方面，通过深
入浅出地讲解，分享了在影视动

画、视觉特效制作上的宝贵经

验，让学员们获益匪浅。
12月 5日，特训营还将举行

本期学员的项目创投提案会，由
特训营导师、业界专家、企业代

表等组成的评审团队，对学员提
交的项目作业一对一点评，帮助

学员在深入了解影视项目全流
程运作的基础上，切实提升自身

的提案能力。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短视

频单元的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咪
咕视频也会在本次特训营期间

派出行业观察官，深入观察学员
们的学习状况，持续挖掘优秀原

创力量，并以平台优势为优秀创
作者提供更多扶持和赋能。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圆梦之旅再出发
电影节短视频单元 “探索”特训营昨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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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卜生戏剧代表作品《玩偶之家》（见下图）日前回归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艺术剧院，演出获得了观众的掌声和热议：“一百多年前的戏剧，

放到如今讨论，依然是话题，这足以说明问题。”
《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首个引起轰动，同时也是

他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剧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就上演
过《玩偶之家》，1918年《新青年》还特别出版了一个“易卜生专号”，使

中国人知道了西方有个女性名叫“娜拉”，她敢于反抗性别歧视并勇敢
地离家出走，最终摆脱了受制于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在此期间，鲁

迅、胡适、茅盾三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也分别从各自的不同角度

对《玩偶之家》进行了解读和价值评判，提出了他们当时对女性解放思
想的新思考。

多年来，《玩偶之家》已成为世界各大剧院争相上演的经典剧目。

2020年该剧再度回归，并且从小剧场搬到大剧场，导演王欢表示：“这

版《玩偶之家》，我想探究‘婚姻’，在自己亲手建立的‘最亲密关系’中，

如何看得见对方眼中的自己？”在谈及这一版《玩偶之家》的特别之处

时，他认为：“在每一个时代被重新翻开的《玩偶之家》，都应该有它的不
同。易卜生自己并没有把《玩偶之家》仅仅定为一个‘女权主义’的作品，
我想是时候去掸掉这些灰尘，重新来看一看这个今天依然在发生且呈
蔓延之势的故事了。我其实是观众里的一个，也

是故事里的一个。这一版《玩偶之家》，会是中国

的，也会是当下的。”
本报记者 吴翔

明年上海舞台将有哪些好戏？
上海举行重点舞台艺术创作剧本研讨会

    明后年上海舞台艺术新

品力作是什么 ？ 还有类似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这样既凸显主题又

受市场欢迎的爆款吗？上海艺术家将以

怎样的作品献给祖国献给人民？ 上周

末，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齐聚，围绕一

个个上海艺术家贡献的选题、 剧本，举

行了 2020 上海重点舞台艺术创作剧本

研讨会。

研讨会共分四组， 对包括京剧、昆

剧、沪剧、越剧、话剧、歌剧、民乐、芭蕾

舞剧、皮影剧、儿童剧、音乐剧、交响乐

在内的 12 个舞台艺术门类的 11 部重

点舞台艺术?目及 11 个选题进行了专

题研讨。 这也是对于 9 ? 23 ?上海召

开全市重点文艺创作推进会议的 “回

应”，会上，发布了首批重点文艺创作?

目 38 ?，其中，舞台艺术?目 15 ?。来

自全国各地及本市的 39 位专家就这

15 部作品中的 11 部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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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题材重点剧目 8?

京剧《换人间》、昆剧《红色娘
子军》、沪剧《一号机密》《陈毅在上

海》《早春》、话剧《前哨》、歌剧《晨

钟》、芭蕾舞剧《宝塔山下的秧歌》

小康题材重点剧目 3?

越剧《山海情深》、歌剧《康定
“情”歌》、民乐现场《锦绣中华·共

饮长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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