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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选角只求合适
编剧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

他介绍，此次选角，不论是诸如袁弘这
样的当红影视演员，还是仍在学校就

读的表演系学生，唯一的标准就是适
合角色。他特别提及了饰演殷夫的杜

光祎：“我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对‘校
友’殷夫先生一直有着特别的感情，而

杜光祎来自同济大学表演系，这也是

一种传承。”
导演马俊丰分享了排练时让他印

象最深刻的一个小故事。那是演员第一
次试造型，造型师把袁弘拉走化妆，马

俊丰便带着其他演员专注排练。排练间
隙，他突然抬头，已经换上了全套行头

的袁弘刚巧走了出来，正沉浸在剧情当
中的马俊丰一个激灵：“那一刻我看到

了柔石先生，穿过密密麻麻的文字，向
我走来。我心中突然涌现千言?语。我

想对他说，这部剧，就是我们对你们遥
远召唤的回答。”

让大家称赞“太像了”的角色，还有
王洛勇扮演的鲁迅。最开始接到这个角

色，王洛勇满心惶恐：“我哪里像鲁迅先
生呀！”最后能演到让人惊呼“太像”的

程度，王洛勇总结：“要形似，更要神
似。”形似靠的是化妆师，王洛勇天生眉

毛淡，化妆师为他化出鲁迅那样的浓

眉，再加上发型、胡须的精心改造，外形
上就有几分相似了。神似，则要依靠演

员的气质和眼神。王洛勇说：“鲁迅的眼
睛淡定、带着思考的意味又不露锋芒，

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光这一双眼
睛，我就练了很久。”

延续创作精神
“左联五烈士是那个时代的青年，

而我们是这个时代的青年。90年前，他

们用笔下的文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
我们，也要发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声

音。”见面会上，饰演柔石的袁弘深情发
言道。

袁弘的话，也是黄昌勇创作的初

衷。30年前，还在同济大学任职的黄昌

勇就曾经深入研究过左联五烈士的历
史。“那时候的我，正是柔石的‘同龄

人’。现在我们这群演员，也是左联五烈
士的‘同龄人’。这段历史，尤其让我们
这些同为文艺创作者的‘同龄人’感同

身受。”
此次创排《前哨》，黄昌勇首先以身

作则，潜心闭关创作，每天 12小时打磨
剧本，不见来客。他也要求导演：“不能

三心二意，只能导这一部剧。”为此马俊
丰拒绝了不少剧组邀约。他们读了超过

250?字的资料，采访了无数专家学者，
跑遍了相关历史遗迹，花了两年时间创

作出这部作品。
王洛勇引用了鲁迅《对于左翼作家

联盟的意见》里的一句话：“坐在客厅里
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

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
毫不足靠。”他说，剧组的创作理念，正

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我们没有‘坐在
客厅里’闭门造车，而是向先辈学习，脚

踏实地地去寻访、去倾听、去阅读、去创
作，延续他们的事业，发出自己的声

音。” 本报记者 吴旭颖

    轻点手机屏幕，挑选一束小花，

轻轻“放”在左联五烈士———李伟森、
柔石、胡也频、冯铿和殷夫雕像的脚

边……今天是五位烈士牺牲 90周年
的日子，由于线下活动受到疫情影

响，网友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
革命先烈的敬仰和追思。这场别开生

面的“云祭奠”，是左联会址纪念馆发

起的系列线上纪念活动之一。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你的来

函促成了我的决心，恨的是不能握一
握最后的手，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今天下午 2时，纪念馆将通过线上直
播的方式，举办纪念左联五烈士作品

诵读会。表演艺术家宋怀强将以诵读
者的身份，带人们重温殷夫的这首《别

了，哥哥》。这篇作品是 1929年殷夫面
对身为国民党将领的大哥劝告做出的

公开回应。当时，已两度入狱，过着极

端穷苦生活的他依然不肯放弃共青团
和青年工人运动的工作，甚至不惜与

大哥断绝关系。身为作家，文字是左联
五烈士斗争的武器，如今也成了记录

他们革命故事的载体。正是被这些鲜
活、生动、充满信念和力量的文字打

动，来自四川北路街道办事处、虹口区
文化馆、左联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以及虹口区诵读队队员和北虹高级中
学学生也加入了诵读的队伍。
左联会址纪念馆内，大量珍贵的

历史资料拼凑出那段峥嵘岁月中革命
者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适逢左联五

烈士牺牲 90周年，为了满足市民游客

防疫期间的参观需求，纪念馆推出《热
血青春———左联五烈士牺牲 90周年

纪念展》云上展览，以图文并茂的方
式，详细介绍了左联五烈士的生平和

作品。“云答题”和“云祭奠”两个互动
环节则让网友通过知识闯关小程序和

线上祭扫平台，“隔空”体验祭奠英烈
的庄严仪式感。

除了已经上线的纪念活动，今年左联会址纪念馆还精

心筹备了一部实景剧《青春为祭》，宣传片于昨日推出。《青春
为祭》通过鲁迅、丁玲、李伟森三位剧中的引导人，引出三条
独立路线，展示左联五烈士被捕牺牲前后的来龙去脉。该剧

将整个左联会址纪念馆、景云里、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作为演
出的舞台，通过带入式情景、多感官包围、互动叙事手法等

方式，将参观、观演合二为一，让观众游客化身剧中人，亲身
感受那个动荡年代，探索革命志士的心路历程。目前，《青春

为祭》已经完成剧本创作和排演，即将择期演出。
90年前的今天，五位烈士为了心中信仰献出生命。90

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精神依旧指引着我们勇敢前行。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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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伦路 201 弄 2 ?，一

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洋房 。

1930年 3月 2日，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这里召
开， 一段革命文学的历史在

中华大地上拉开序幕。如今，

这栋历经 90 多年风雨沧桑

的老建筑作为左联纪念馆，

依然在诉说那可歌可泣的历
史。 门前，有一组雕塑，五位

手上缠着铁链的年轻人昂首
挺立，目光坚定，义无反顾。

对他们，我们并不陌生。

左联五烈士牺牲时， 都不到

30岁，最年轻的殷夫只有 22

岁。 今天，是他们牺牲 90周

年纪念日。 话剧 《前哨》首

演、《热血青春》云上纪念展
览、烈士作品诵读会、“云祭

奠”……多种融合、创新的

文化艺术活动，让年轻人走
近这段历史， 感受他们的不

朽精神。

“但我知道， 即使不是

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
说他们的时候的。”正如鲁迅

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
所说的那样。 90年前，五位

文学青年为了理想和信念，

甘愿燃烧自己， 成为暗夜中

的灯塔。 90年后，“后浪”们
是时候重温他们的故事，为

自己的精神世界补钙。

灯塔

马上评

□ 邵宁

作品

今天是左联五烈士牺牲 周年话剧《前哨》首演

面对先烈召唤
作出时代回答

今天是左联五烈
士牺牲 90 周年，上海
戏剧学院原创话剧《前
哨》将在上戏实验剧场
首演，重现那段红色记
忆。“太像了！”在演出
前举行的见面会上，看
过演员定妆照的人，无
不发出这样的感慨。

■ 《青春为祭》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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