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成里的中共第一

个无线电训练班，清河
坊的中共中央与中央军

委联络点，祥康里的中
共中央秘密印刷厂，老

渔阳里的《新青年》编辑
部……近日，新民晚报

连续推出的 6集“红色

弄堂”系列视频，让这些
尘封在历史中的红色据

点，以定格动画的方式
重新“活”了过来。而这

一切，离不开非遗面塑
传承人张书嘉的助力。
视频里栩栩如生的面人演员、精致还原的

场景和道具，都是出自她的一双巧手。
参与“红色弄堂”的拍摄，并不是张书

嘉首次用面塑拍摄定格动画。她说：“之
前，我只要按照自己的审美和想象来发挥

就可以了，这次塑造的是历史上真实的人
物和场景，我必须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

兼顾面塑本身的造型风格。”

去年年底开始，她就成了视频制作组
邀请的专家主讲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

张晓栋的“学生”，认认真真学习党史。经过
几个月的学习、摸索，才终于在创作中找到

了平衡。最终，她捏出来的陈独秀、李大钊
等，既卡通、可爱，又能让人一眼认出。“做这

件事，首先对我来说，就是一堂生动的党

课。”她说。

克服了人物造型的难
题，要让面人动起来，也不

是一桩易事。面团是柔软
的，但干透之后形状就固定

了，所以拍视频的面人并不
能早早备好，“最多只能提

前 48小时开始制作，这样

才能赶在面人完全干透之
前拍摄，有时还必须现场制

作，边拍边捏。”这不仅对张
书嘉制作面人的效率提出

了考验，也让整个剧组的拍
摄时间拉长了数倍。

为了让面人的“表演”更灵动，张书嘉还

从儿子玩的积木、变形金刚上获得灵感，又借
鉴了传统的木偶、皮影，决定把一整个的面人

拆开———身体和头、四肢分开做，中间再加上
连接部件，就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了。拍

摄“撕日历”的镜头几次都不理想，她便提出
利用地心引力，让纸页自然盖回去，再倒放出

被撕掉的效果，终于拍成了和谐、连贯的画

面。“非遗面塑和定格动画结合，是一条很新
的路。这条路要靠我们自己走出来，我们走的

每一步，都充满未知和惊喜。”
一直以传统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为己

任的张书嘉，决心将自己这一次拍摄“红
色弄堂”的收获分享给更多人。趁着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她向自己面塑课程的体验
者们展示这一系列短片，并邀

请他们加入“红色弄堂 2.0版”
系列视频的拍摄。她计划在本

月底让“红色弄堂”跟着非遗进

校园项目走进各大中小学，让
孩子们亲手制作视频中的人

物、场景、道具，复刻现有的 6

集视频，再创作全新的 2集。

她说：“红色文化需要传
承，传统非遗也需要传承。最好

的传承，就是让它们跟上时代，

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
吸引更多人看见非遗面塑的

美，同时了解红色历史，可谓是
一举多得。”本报记者 吴旭颖

■ 张书嘉

■ “红色弄堂”场景 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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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今天起，“第
十一届国际传统艺

术邀请展”在上海艺
术品博物馆正式对

公众免费开放。这个
以“艺由心生”为主题

的展览，吸引了来自

中国、日本、韩国、波
兰、美国、法国、加拿

大、伊朗等 24个国家
的 150 余位艺术家、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非遗传承人的 240余件作品参展，无论是

参展国家数量还是参展作品种类，都创历史
之最。

本展览是中国第十六个自然和文化遗
产日的活动，也是上海市政府推进“一带一

路”友城建设的重点文化交流项目。展览的
国内部分汇集了一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

家级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及艺术新锐的作品参

展。陶瓷作品《丹凤朝阳》因为栩栩如生的凤
凰形象，以及局部细腻的羽毛、卷曲的花朵

茎叶令许多参观者在这件作品前流连忘返，
近观细瞧。创作者李甲栈告诉记者，《丹凤朝

阳》保持着德化瓷的洁白剔透，可贵之处在
于整体烧制，一气呵成，十分难得，烧制时的

温度必须控制在 1300?左右，又难以把握，
李甲栈带着团队耗时 9个月才把作品完成。

在国际部分，日本国家文化勋章获得者

今井政之、“人间国宝”吉田美统、十四代今泉
今右卫门、十五代酒井田柿右卫门和来自日

本京都、石川、大阪等地的“无形文化财”（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艺术家创作的陶瓷、书

法、漆艺、绘画作品让人耳目一新。展厅里，色
彩艳丽的伊朗细密画、创意无限的奥地利珠

宝艺术品、晶莹剔透的匈牙利玻璃雕刻、别有
趣味的土耳其书法、民族风情浓厚的印尼绘

画、充满异域风格的挪威布纳德服饰和委内
瑞拉魔鬼舞面具，也让观众大饱眼福。

    “我是演员朱洁静。兰芬是我 20年舞台生涯

中挑战最大的角色，当我一点点靠近她，我有了

新的渴望。我特别渴望，此刻的你能和我一样，深
深地热爱她，敬佩她。”台上，朱洁静以自己演绎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兰芬的感悟为开场白。
昨日下午，“党课开讲啦”宣传系统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文艺党课学习观摩活
动的第一场示范党课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办，

近千名宣传系统党员观看了上海歌舞团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演出结束后，剧中的“兰芬”朱洁

静走上舞台，开讲一场特殊的文艺党课。

剧中土布旗袍、素雅妆容、没有装饰的“兰
芬”，让人感受到了“平凡背后，因奉献而崇高

的力量”。而朱洁静也在塑造兰芬的过程中，经
历了回归、打破和重塑，不再把舞蹈的形式美放

在第一位，而是懂得了演出人性的“真”是最重
要的。

创排和演绎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对于朱

洁静、王佳俊和整个团队的成员都是一次又一次
的精神洗礼，让他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两周

前，就在“电波”深圳巡演的舞台上，递交入党申
请书快两年的王佳俊，光荣地成为了中共预备党

员，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朱洁静。
通过“电波”，朱洁静更深刻感悟了“使命”二

字。“我觉得，我们与上个世纪的同龄人在不同的

时代背景下共同传递着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这

是一份初心，更是一种使命。”朱洁静说，“不管在
哪个时代，人的情感是共通的！坚定内心的爱与信

仰，才能于生离死别中重燃希望，这种力量不仅属
于英雄，也属于每一个平凡奋斗着的你我！”

而王佳俊也表示，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精

神的焕新。他说：“我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我在出演李侠时，脑海中会浮现守护人民安
全的公安民警、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疫情暴发

后冲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
场的消防员……我们的岁月静好，都是有人在负

重前行。我们应该更珍惜当下，承担自己的职责，
美好生活，你我共担! ”

昨日现场，第 40 次观看“电波”的 90 后观
众杜孟娇，也是在追剧过程中，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她甚至保留了每一场的票根，并将厚厚一沓
票夹带到现场。她直言：“是看了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让我了解革命先辈如何以生命的代价
换来我们今天的生活。我想入党，成为他们中的

一员。”

据悉，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6月 13

日，歌剧《晨钟》文艺党课将举行。杂技剧《战上

海》、歌剧《晨钟》、现代京剧《换人间》、交响乐《中
国颂》、芭蕾舞剧《宝塔山》等优秀文艺党课也被

列为推荐课件。 本报记者 朱渊

“每场演出都像一次精神洗礼”
“兰芬”“李侠”携手开讲文艺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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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面塑传承人张书嘉打造“红色弄堂”

这些小面人如此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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