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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新作蓄势待发
将于 6月 30日上演的是音乐会《永远跟党走》，集结了包括上海歌舞团、

上海轻音乐团、上海爱乐乐团等沪上文艺创作力量。音乐会以合唱结合多媒体

交响配乐朗诵，场内场外还将形成呼应，上海地铁将开通一辆专列，把作品元
素融入城市血脉。

上海滑稽剧团的《上海宝兴里》目前正在剧本创作中。1949年 5月 27日
上海解放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宝兴居委会。《上海宝兴里》以宝兴

里为背景，讲述老上海石库门居民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变迁。舞台剧将以
小见大折射出上海的城市精神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集结国内一流创作团队打造的舞台剧《浪潮》，5月预
演之后好评不断。作品基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五位烈士李求实、柔石、冯铿、

胡也频、殷夫在上海龙华牺牲的真实历史创作，讲述了左联革命文艺青年的激

扬故事。此次舞台呈现打破传统舞台模式，采用“水舞台”与“浪潮”主题呼应。
该剧将于 7月 1日至 3日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正式演出。

信仰催人奋进
上话的另一部话剧作品《作家在地狱》也以 20世纪 30年代的上海滩为背

景，讲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冯铿，在生活苦闷和事业迷茫

中找到了信仰、坚定了方向，不畏生死向光而去的故事。作品将于 8月在线上
平台展映，观众通过网络即可感受这部作品的魅力。

上海爱乐乐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红色情怀”系列演出正在进
行中，将一直持续到 6月底。上海轻音乐团将推出音乐会《追寻》，以追寻党的

精神谱系为线索，感悟信仰的力量。在《我的祖国》等歌曲之外，音乐会还将以

器乐演奏方式重温遵义会议等历史，用别开生面的方式传承红色精神。
上海歌舞团和上海杂技团打

造的两部现象级红色经典———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

上海》在建党百年之际也将相继
回归舞台。《战上海》以更成熟的

面貌登上舞台，而“红色电波”则
将踏上巡演之路，预计今年将迎

来第300场演出。

形式别开生面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音乐剧《烽

火家书》也备受关注。这部剧以音乐
讲述历史，借家书诉家国情怀，选取

战争期间感人肺腑的书信故事，改编
不同时期脍炙人口经典歌曲，融合戏

剧、音乐与木偶等元素。该剧将于 6

月 16日至 7月 4日在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上演。

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打造的原
创音乐剧《伪装者》第一部《愿得此身

长报国》预计将于下半年上演。同名
电视剧是当年极受欢迎的现象级剧
目。历经近 2年打磨，《愿得此身长报

国》将从荧屏走向舞台。音乐剧《伪装

者》将着重内容的加码和创新升级，有
望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户外沉浸式
戏剧《武康路 19号》将于下半年正式上

演，着重挖掘区域红色文化资源，带领
观众回到 1931年至 1949年之间的动

荡年代。而上海木偶剧团原创木偶音乐剧

《报童之声》则以偶传情，讲述红色记忆。
该剧预计将于今年年中上演，传递报童们

爱国、报国的革命精神。

本报记者 赵玥

    本报讯（记者 李天扬）在云冈

石窟看龟兹壁画，在六一节这天，这
个神奇的穿越开始了。由云冈研究院

和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主办的《丝
路精魂：古代龟兹石窟壁画摄影艺

术》展览昨天在山西大同云冈美术馆
开幕。这些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摄影作

品，出自上海的摄影家丁和的镜头。

本次展览分为人物篇、飞天篇、菱格
篇三大板块，共约 60幅作品。

丁和身在浦江，心系西域，在国
学大家饶宗颐、冯其庸先生的影响和

点拨下，于十多年前开始从事西域文
物和石窟壁画摄影，并把这项工作由

业余变成专业。他在新疆越葱岭，跨
大漠，进而走访吉尔吉斯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佛教
故乡印度，在这些国家的佛教胜地，
拍摄了大量图片。他还

远赴欧洲，在德国拍摄
龟兹石窟流失的壁画、

雕塑等重要文物。在掌
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

础上，丁和成为一名壁
画研究者，出版了数本

著作，并先后在北京首

都博物馆、上海中华艺
术宫、新疆乌鲁木齐、无

锡冯其庸学术馆、香港
饶宗颐文化馆等处举办

展览。
上海人丁和，已经

成为龟兹克孜尔石窟壁
画摄影第一人，并担任

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
客座研究员。他将石窟

壁画用镜头语言完美复
原甚至升华，他的作品

不仅在视觉上吸引了大
量观众，还让对石窟壁

画有相当了解的专家学者和石窟工

作人员赞叹不已。丁和十余年的努力，
为石窟壁画研究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此次丁和的龟兹石窟壁画摄影

作品（见下图）来到云冈石窟展览，不
仅让普通游客和观众得以开拓眼界，

一游两得，还为石窟研究者提供了新
的资料和视角，意义非凡。

《中国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云冈石窟一周年系列特展》昨天同

时在云冈开展，来自北京大学、中国

人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龙门石
窟研究院、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

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大学、大同市文物局、云冈

研究院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两
个展览的开幕式，并就展览和“云冈

学”展开研讨。

在云冈石窟
看龟兹壁画

    定音鼓奏出恐龙的脚步声、大提

琴描绘蝴蝶翩翩飞舞，铜管惟妙惟肖
地模仿大象的嘶鸣，弦乐演奏家们纷

纷举起手里的乐器来模拟大象的鼻
子，更是让孩子捧腹大笑。昨晚，上海

交响乐团音乐厅的“音乐礼物”让这
个六一与众不同。驻团指挥张洁敏执

棒上海交响乐团，携手“燕子姐姐”陈

燕华，共同为孩子们呈现多媒体管弦
乐作品《博物馆奇妙夜》，带领大小观

众走进充满童真幻想的奇妙夜。
很早就在上交“一碗小馄饨”小

程序上关注这场演出的杨欣馨妈
妈，抢到了晚上 6点场的票。孩子自

小能歌善舞，妈妈一直想让杨欣馨

体验下交响现场，可惜剧场对入场
观众有 1.2米的限高规定。“这场音

乐会是专为孩子准备，所以剧场把
限高降低到 1米，我们刚好过 1米，

真是特别贴心的六一礼物。”
《博物馆奇妙夜》是凯伦·勒弗

拉克根据同名儿童读物创作的多媒
体管弦乐作品。讲述了一个名叫梅

森的小男孩在生日这天去自然博物
馆参加过夜派对的故事，观众跟随

故事的主人公从太空馆一路解锁闯
关，经过恐龙馆、非洲哺乳动物馆、

矿物岩石展厅、生物多样性展厅，最

终在海洋生物馆中结束了充满奇幻
色彩的探索之旅。

音乐会在旋律动人、音色丰富
的音乐中拉开帷幕，除了演奏和表

演，每个乐章中间，“燕子姐姐”都会
辅以活灵活现的朗诵，通过语言和

表情来介绍音乐表现的内容，描述

在博物馆见到某个动物或者有趣的
场景，讲解与音乐相辅相成，让博物

馆的奇妙之旅更加通俗易懂。
“以前，我只在动物园里看到过

狮子和老虎，不知道原来音乐厅里
也有，就是只能听到它们的声音，看

不见样子。”6岁的子越今年要幼升
小了，妈妈给他的六一节礼物是人

生第一场音乐会，听到台上乐手们
用各色乐器模仿小动物的叫声，子

越觉得“很神奇”。现场很多爸爸妈
妈都是 70后、80后，他们感慨：“燕

子姐姐的声音本身就很有画面感和
感染力，如今再配上古典乐，故事和

古典的结合，能让孩子们在投入聆
听的同时，潜移默化感受古典的魅

力，打开孩子通往音乐世界的大门，

真是太棒了！”

本报记者 朱渊

音乐厅里的“博物馆奇妙夜”

让你听听恐龙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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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摄影家丁和用
作品对接两大石窟

站在建党百年的时代坐标前，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旗下的
八家院团推出了一系列原创力作。这些体现党的非凡历史、
彰显上海特质和上海水平的艺术作品，将于本月起陆续登上
舞台，带着观众走进波澜壮阔的岁月，感受时代力量的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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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