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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黄建新监制兼导演，郑大圣联合导演的

电影《1921》，日前官宣了陈坤和李晨的重磅出
演，二人在电影中分别饰演陈独秀和李大钊这

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也是自
2011年《建党伟业》后，两位男演员在银幕上

再度合作。

十年后，两位演员的演技也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层面。可能是冥冥中的巧合，两人的出生

地和姓氏也恰恰对应了“南陈”与“北李”。在同
时发布的海报上，陈坤一改潇洒精致的形象，

凌乱的头发，朴素的长袍，从狱中缓步而出，眼
神却投射出无比坚定的信念，直指人心。饰演

李大钊的李晨，在十年前拍摄《建党伟业》时饰

演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当时就阅读了大量的
史料，如今再次拍摄建党题材，他和编导事先

讨论剧作时，对李大钊的人物历史如数家珍，
当年的积累，十年后的重温，造就了如今形神

兼备的“李晨版”李大钊。
为了逼真演绎陈独秀入狱的第一场戏，陈

坤在进组前特意自留了一周多的胡须，一改往
日翩翩公子的形象，将“出研究室进监狱”的经

典场面传神演绎，他将过往表演中常带的那股
“喷薄而出的力量感”，融入到每一个眼神、每

一句台词、每一步行走的节奏之中。有一场戏
是陈坤饰演的陈独秀与李晨饰演的李大钊在

狱中探讨中国未来的前途，在演绎过程中，陈
坤在导演没有提示的情况下，眼泛泪光。监视

器后的黄导大赞这段表演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他觉得人物这一刻应该是这个状态（流泪），但

并未提示过演员。
这一次，最初选择李晨来饰演这一角色

时，大家还有些担心常年饰演军旅题材作品的
李晨形象偏硬朗，离大家印象中文人形象为

主的李大钊是否有点距离。当化妆组按历史
原型照片，给李晨理了当年的发型，戴上胡须

后，获得全组一众“太像了”的惊叹。除了形似
以外，李晨这次表现出了李大钊沉稳如山、深

沉似海的一面，“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

而不怒”，这也符合苏轼说的“天下大勇”者。
在拍摄李大钊就义的一场戏前，为了在身心

两个层面都更贴近人物赴死前的状态，李晨
一夜未眠，第二天眼圈黑紫、面部浮肿，呈现出

了化妆所无法达到的状态。而在绞刑台上，他
神态自若、慷慨赴死的演绎，也令片场的工作

人员无不动容。
两位演员重拾表演的初心，抛弃掉繁杂的

技巧，试图用最拙朴也最真诚的方式，在建党
百年之际，为观众还原革命先驱的风采。

电影《1921》由腾讯影业、上影集团、三次
元影业出品，将于今年 7 月 1 日全国上

映。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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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经营之难， 远远胜于电

影院。舞台剧因为是“活人现演”，

体力有限， 顶多周末两天加上周

五晚上三场算是“黄金档”，所以，

一部烂片全国“一日游”赚得几百

万元票房在电影圈可谓 “惨淡”，

但对于一部舞台剧而言， 则属于

“成功”。

去年剧院、 影院历经停摆三
个月、 以各种百分比递增的方式

逐渐开放……一年下来，上汽·上
海文化广场亮出了令人刮目相看

的成绩单———收入将近 8000 万
元，这还是 10年里最低的。 疫情

前的 2019年，正值峰值：年收入
1.3亿元。 总体收入曲线显示，十

年收入曲线始终上升，唯有 2020

年下跌。

能把戏剧事业历练成文化产
业， 也是因为文化广场 “爱得专

一”。全国就这么一家音乐剧专业
剧场， 一门心思打造音乐剧平

台———2020年前，专门引进各国
最佳，观众从英语、德语、法语音

乐剧看到葡萄牙语；2020 年后，

专心耕耘国产原创，已经培养 30

万粉丝，支持本土原创。

“爱得专一”，让文化广场定

位明确；“爱得专业”，让文化广场
转型制作……有胆亮爱的文化广

场，是未来剧场的发展方向。

爱得专一
爱得专业

□ 朱光

在不寻常的 2020 年，赢得将近 8000 万的年收入，其
中 85.36%来自票房等主营业务、艺术教育和服务。昨天，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作为首个大胆对外披露年度财报的剧
场，亮出了一份创建 10 年来的收入曲线图，正对应了其“拾
穗而歌”十周年庆的主题：“拾穗”不仅是“十岁”的谐音，还
有其出处———《列子》，意味着历经十载，一路脚踏实地，最
终迎来丰收、喜悦与期待。与此同时，“演艺大世界———上海
国际音乐剧节”也由剧目《醉后赢家》启幕。

票房收入接近一半
一个剧场的主营业务首当其冲是

票房。从去年 1月 23日进入非常时期

起，恰好是 2019年至 2020年跨年大戏
《巴黎圣母院》完成最后一场演出。剧场

旋即停摆，直到去年 3月 20日举行了
“云上发布会”才算拉开大幕。此前，在

有着百分比要求的前提下，剧场全年共
举办演出 69台 179场，观众累计达到

12余万人次。与此同时，还有 3台自制
音乐剧在全国 18个城市巡演了 91场，

观众逾 6万人次。相对应的年度票房收

入超过 3147万元。
文化广场在去年之前，只有一个

将近 2000个座位的大剧场。因此他们
又开辟了户外舞台。他们在定位“音乐

剧为主、时尚经典为辅”的同时，还创
造性地拓展了音乐剧的音乐会版、文

创集市、亲子互动等品类。公益活动数
量也达 293场，参与人数近 4万人次。

原创让舞台更“有料”

文化广场是国内首个清晰定位为
音乐剧的专业剧场，连年来专注原创

音乐剧的耕耘，也让其在海外演艺团
体止步国内的阶段，舞台上依然“有

料”。昨晚也是“演艺大世界———上海
国际音乐剧节”启幕，与此同时春季原

创音乐剧展演、夏季时尚大戏、秋季周

年庆典、冬季年末演出季构成的今年
全年度演出季，也全都是国内原创音

乐剧以及经典话剧的舞台。这意味着
中国原创音乐剧今年将在文化广场

“井喷”。
今年演出季音乐剧占比将超过七

成，除了《赵氏孤儿》《蛋壳里的心跳》
《美术馆奇妙夜》等在内的十余部音乐

剧之外，由文化广场主导的中文版音
乐剧《春之觉醒》《我的遗愿清单》《拉

赫玛尼诺夫》则将开启新一轮演出，今
年更有 3部全新音乐剧自制作品于年

内完成制作和首演，预计全国巡演总
场次有望突破 250场。“原创音乐剧孵

化计划”也将迎
来丰收年，

《生死签》《南唐后主》《对不起，我忘

了》这三部 2019年孵化认标作品，经
过 2年打磨，将于今年 5月、10月、11

月分别在上海和南京首演。

红色经典轮番登场
时尚的、经典的、红色的高品质剧

目四月起也将轮番登场。已经获得高

口碑的话剧《尘埃落定》《戏台》《白鹿
原》《断金》等 20余场大型经典话剧作

品演出，更有十余场舞剧、跨界类作品
及节展活动纷呈上演。

为迎接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

刻，文化广场策划的“红色百年，文化
庆典”系列演艺活动，也将由杂技剧

《战上海》领衔登场。以“奋起、奋斗、奋
进”为主题的赞美劳动者的歌舞史

诗———全总文工团《奋斗者之歌》，与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共同主办，讲述上

海左联历史人物奋斗历程的话剧《浪
潮》也将先后亮相。此外还有中国革命

音乐舞蹈汇演，大型歌舞史诗《东方
红》的再度登台。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

元洪透露，早在 1964 年的第五届“上
海之春”音乐节期间，就有一台主题

为“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前进”
的演出在当时的文化广场举行，

“那就是《东方红》的雏形”。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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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广场外景及部分演出海报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作品

手记记 者

去年收入近 8000万，文化广场成为

首个披露财报的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