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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3文娱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从 1937年开

始，在无数个不眠夜里，在没有硝烟的十里洋

场，李白正是在这样的嘀答声中，一直到为革
命事业牺牲的最后一刻。昨天下午，上海影城

二号厅里响起了久违的电报声，“理想之光不
灭，信念之光永存”，12个金色大字跃然于银

幕。百部经典影片庆祝建党百年系列宣传展映
活动昨天来到上海，《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党

课开讲。

首部谍战电影
作为新中国首部谍战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根据共产党员李白烈士和李白之妻裘慧

英的真实事迹改编，以极具年代质感的上海味
道，惊险重重不见硝烟的十里洋场，以及浪漫

的革命爱情故事，再现了李白烈士为共产主义
事业壮烈牺牲的英雄凯歌。片中，李侠和纱厂

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执行秘密电台工作。扮演

何兰芬的袁霞奶奶昨天通过视频，与现场观众
分享当年随导演王苹到上海体验生活时的情

景。“在那里，我听了很多地下党员的故事，参
观了关押过李白烈士的监狱。”老太太哽咽着

说，“我当时真的激动极了。如果我不能把这个
角色演好，我真的对不起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烈

士们。”化好妆、穿上戏里的服装，袁霞感觉自
己就是何兰芬，“在李侠、何兰芬故事的熏陶

下，在孙道临老师的引领下，跟随原型裘慧英

大姐的讲述，我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
好像这一切就发生在我身上。”

悲伤现实告别
听过裘慧英讲述英雄故事最多的，要数李

白烈士故居名誉馆长、裘慧英生前好友吴德胜

（见上圆图）。已经退休的吴德胜，还清楚记得

自己 20多岁时，第一次到访裘慧英家中的情
形，“她跟我说，你们年轻人还记得我的丈夫，

这是对李白最大的告慰。”裘慧英娓娓道来李
白光辉的一生，讲他们如何从假演夫妻到产生

爱情再到经过组织同意正式结婚，生下儿子；
讲李白三次被捕，被敌方用尽 36种刑具严刑

拷打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讲最终在浦

东找到丈夫遗体时的悲痛……“她难过地流下
了眼泪，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这样一个革命老

妈妈，于是叫了声‘裘妈妈’，这一叫便叫了整
整十年。”那十年，他们一起找到李白烈士在上

海最后三年生活、工作和被捕的地方，在各方
面的帮助下建起烈士故居。

“李白是 1948年 12月 30号的凌晨被抓
走的，1949年 5月 7号上午，裘慧英抱着四

岁的儿子李恒生，在牢房对面阳台上呼唤着

丈夫。李白这时已经被老虎凳折断了双腿，
站不起身，狱友们把他托起来，恩爱的夫妻

对视着。李白说：‘我的奋斗目标快要实现
了，今后我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一定

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愉快和

欣慰的。’”讲到动情之处，吴德胜的眼角泛
着泪光。

信念之光永存
观众席里，许多人也抹了抹眼角。李白

烈士故居副馆长葛玮感慨道：“李白烈士最

遗憾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见到新中国的黎
明，他牺牲仅仅 20 天之后，我们上海就迎

来了解放。”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的故事》

作者周兆良多次听裘慧英现场讲述，他一
直遗憾电影中对于李白的革命成长道路

仍有空白。于是，周兆良花了一年时间去
李白家乡探访，收集素材，投入写作，让烈

士的生命历程更完整更清晰地展现在人
们面前：李白 1910年 5月 1日出生于湖

南浏阳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年仅 15岁

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 9月，李白
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30 年

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 10月踏上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李白受党中央

的委托来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对他
来说，‘电台重于生命’，希望当下年轻人

继续传承他的精神和信仰。”周兆亮说。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昨晚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在上海

大剧院首演前，观众心里或多或少有些
疑惑：《红灯记》的故事在京剧舞台传唱

至今，古老的昆曲究竟能不能演这样的
革命现代戏、能不能演好现代戏？两小时

演完，上海昆剧团用这部新编经典展示
了昆剧现代戏求索道路上的别开生面。

现代戏别开生面
当昆曲有了现代戏，传统的一桌二

椅在舞台上也变得丰富起来。几条轨道

将舞台横向切割成几块，一个“魔盒”时
而变幻成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的家，

时而变成日本宪兵队队长设宴款待李玉
和的地方，多媒体技术、数控技术、系统

集成等高科技手段在昆曲舞台来了次综

合探索。为了方便武戏演员开打，轨道上
铺设了厚厚的地毯。

“鸠山”蔡正仁一上场，便是满场叫
好，“蔡皇”这次要演 57年前演过的日

本人。和“李奶奶”张静娴一样要从小嗓
切换到本嗓，蔡正仁塑造的不是一个咬

牙切齿的宪兵队长，儒雅的大官生即便
是演反派，也有礼有节，一眼让人很
难恨起来。

“贵妃专业户”张静娴这次演富有
革命激情的北方老太。“李奶奶”穿上

粗布衣服，绑上裤腿，随时可以跟着红
灯去战斗。剧中的一些核心唱段，大都

是张静娴自己挑选的，看得观众惊呼：
“张静娴演活了李奶奶，她眼里的那束

光和那份真挚太珍贵了！”
罗晨雪的“李铁梅”外形青春靓

丽，表演真实自然，也很有爆发力，担起

了第一主角的戏份。吴双的“李玉和”在
动情的演绎中英雄气概尽显。上昆团长

谷好好笑言，这是戏里革命三代人，戏外
昆剧三代人。

磨好戏孜孜不倦
首演原本只有两场，因戏票早早售

罄加开两场。观众的热情反馈给主创吃

下一颗定心丸，有观众说：“这是我第一
次看完《红灯记》全剧，才知道什么是京

昆一家。”还有从外地赶来的观众说：“全
剧节奏很快，我原本以为昆曲是江南地

区小范围欣赏的剧种，没想到在这部戏

里都能听懂，《自有后来人》是很好的四
史学习教材。”

这一切，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首演
前一晚，演员们还在大剧

院对光走台，直

到凌晨才回家。每次排练完，剧组都会邀

请专家观看提意见，并随即对作品进行
修改打磨。连轴转的节奏也让上昆青年

人才迅速成长。青年编剧俞霞婷受益匪
浅：“我们原本有 44个曲牌，听完后，主

创们一致觉得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最
后有三分之一的曲牌由我们唱腔设计周

雪华老师重新创作。”

如何让《自有后来人》区别于其他剧

种？俞霞婷沿用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同名
电影里李铁梅第一主角的视角，契合了

“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时代精神。此外，唱
和念是最突出的表现，“破套存牌”的唱

腔创新，让这部戏的唱连贯且动听，京昆
大师俞振飞从《墙头马上》开始提倡的做

法，在今天的《自有后来人》中有了新的
发展。“戏是大千世界，曲乃半壁江山”，

对于现代戏来说，更是如此。同时，念白
上了韵，用上了尖团字，这是一个极大的

突破。
上昆的排练厅、小剧场乃至九棵树、

大剧院，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编外人员常

来常往，那就是本剧的艺术指导、京剧大
家尚长荣。事必躬亲的尚老表示，当年梅

兰芳、周信芳这一代艺术家，年轻时也在
探索如何演绎文明戏，到了当代，我们又

为何不能去做些求索和实验呢？“上昆这
次对现代戏的创作非常有意义，我们要

坚定信心，就这样走下去！”
本报记者 赵玥

这堂电影课有点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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