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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届进
博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之际，以中共二大为主
题的非虚构戏剧昨天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上演了
两场。上海原创、静安出品
的《辅德里》在国际商贸
平台上“绽放”。

台前幕后

感觉无上光荣
进博会是由商务部和市政府主

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承办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成功举办三届的进
博会，在即将迎来第四届之际会有何与

以往不同之处？选择艺术化的国际语言，
在国际商贸平台上传播中国故事，就是

创举之一。国家会展中心在媒体上看到
《辅德里》在上海首演，继而巡演全国的

消息后，就主动找到了剧组。该剧承制方

“仙童戏剧”总经理王悦说：“我接到国家
会展中心电话，邀请我们前往演出的时

候，正是 5月下旬我们在南京巡演之际，
能登上这一平台感觉无上光荣，所以当

即商量技术上是否可行。”
国家会展中心提供的演出场地是

虹馆，对于戏剧而言是一个“空的空间”
———很广大，很宽阔，但需要搭建。于

是，剧组派了技术团队先前往虹馆勘

测，制定演出所需的搭台方案。最终，在

这里搭建了一个 755 平方米，距离地面
1.2米高的舞台，并以幕布的方式“勾

勒”出一个镜框式舞台。原本整个虹馆
可以容纳 7000 人，在搭建好镜框式舞

台且符合安全防疫的前提下，昨天每场
有 1600 位观众观看了演出，共 3200 位

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感受了以现代戏

剧方式呈现的党史。搭建成本巨大，进
博会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给

予了大力支持。随着舞台区域的变化，
演员走位、舞台灯光等各种调度，也需

要重新整合。在台风“烟花”路过上海之
际，千名进博会相关工作人员为了这两

场演出不眠不休，随时备战。剧组也调
动了北京、杭州、常熟等 8 个城市的演

职人员前来支持。

好听好看好懂
《辅德里》由静安区委宣传部、静安

区文旅局出品，是根据党史文献艺术化

再现中共二大建党初期人物故事的非虚
构戏剧。该剧通过人物对白、形体舞蹈、

声乐演唱、乐器演奏等极具观赏性的综
合艺术手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

到二大完成创建的历史进程，讴歌了建

党初期革命者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
该剧 4月 23日首演于大宁剧院时，陈独

秀的孙女陈长璞从安徽安庆赶来，张人
亚的侄子张志成从浙江宁波赶来，一同

入坐观众席。一年前递交入党申请书的

街头艺人杜
烁辰，于 6 月 30 日

在静安公园门口，与伙伴
们一起唱响“街艺版”《辅德

里》主题歌：“你会不会想它，辅

德里的灯塔……”第二天，他们还
在大宁剧场门口，为演出前入场的观众

预热。
《辅德里》是一群 90 后编导演献给

百年前 90后的颂歌，它不仅呈现了一场
好听好看好懂的文艺演出，更是一台以

音乐、肢体、表演、多媒体呈现等元素跨
越语言障碍的戏剧作品。演出结束后，很

多观众认为，《辅德里》将党史学习教育

与艺术融合，再现了一个个信仰坚定、敢
于牺牲的热血青年，回顾了建党初期共

产党人的坚毅与奉献，既生动又鲜活。有
些观众就在国家会展中心工作，他们认

为，作为进博承办人，一定要向革命先烈
学习，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

员的号召，把这种坚定信仰信念信心落
实到具体工作中，努力实现第四届进博

会“越办越好”的总目标。
本次活动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国家会展中心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一种尝试，也是决战第四届进博会

的实际行动。因受台风“烟花”影响，为确
保观众出行安全，虽然调整了演出时间，

但是观众观看热情丝毫未减，整场演出
收到了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朱光

    “远岸牧童吹短笛，蓼花深处信牛行。”

60年前一套木版水印雕版正在上海朵云轩

展出，作者正是眼下依旧活跃在创作一线的
著名画家汪观清，他也是牛为主题的海派水

墨代表人物。“耕———汪观清绘牛六十载作
品分享会暨木版水印签名版”在朵云轩艺术

空间首发后，90岁的汪观清在《上学去》（见
左图）木版水印旁回忆自己绘牛的 60年。

一代水墨名迹
此次展出的《上学去》描绘了两个背着

书包的小童骑水牛去上学的情景，是汪观清

1961年为朵云轩木版水印《现代国画小品》
系列创作的作品之一，也是“牛”在他作品中

的首次正式出现。
汪观清回忆道，这是第一张出版发行的

作品，这是一头“一岁”的牛，它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文艺精神的实践。60年前，汪观清
在青浦搜寻“和吸血虫病做斗争”创作题材时，

偶然看到兄妹俩带着一头水牛在田边慢走，哥

哥戴着红领巾，兄妹俩俏皮天真，一看就是放

牛的好手。湖边，老牛俯身驮起兄妹，向小岛
游去，让汪观清想起了鲁迅先生“俯首甘为

孺子牛”的名言，于是有了这幅作品。
“朵云轩的雕工师父将分层套色后，一

共拆解成 11块雕版。中国传统工艺的工匠
精神，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汪观清说。

探索“耕耘”不息
钟情于牛的汪观清，将丹青之情融于水

墨。他对牛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牛的憨厚、

倔强、任劳任怨、造福人类，都激励着他。他
依于牛背，与牛对话，后来，观牛已是爱好，

牛群进入习作，终成他的标志性绘画题材。
“拓荒牛”“孺子牛”“奋进牛”……汪观

清想牛画牛，画出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牛，

画出朝暮晨昏各种姿态的牛，画出辛勤劳
作、闲散游水种种不同形象的牛。他还写了

《怎样画牛》《汪观清画牛》，他在与牛的不断
“对话”中，更深入地熟悉牛的姿态，更深刻

地了解牛的习性，也更自如地把握牛的神

情。汪观清画牛画得出神、出情、出色，牛的质
朴无华，牛的默默耕耘，牛的温良秉性，在多

张画牛图中都有独到的描绘和渲染。
甲子重逢，又是辛丑牛年，走过青春

岁月的“小汪”升格为鲐背之年汪老。不变

的是，他勤勤恳恳，依旧像耕牛一样耕耘

不止，最新创作的铜牛雕塑作品于今年 4

月永久落户于上海轨交人民广场站换乘

大厅。

留下经典一刻
上世纪 60年代初朵云轩的《现代国画

小品》木版水印系列，约请了以上海中国画

院画师为主的一批著名画家，专门为朵云轩
木版水印所创作，陆续共雕印出版了 52幅，

成为朵云轩木版水印原创经典。
画稿由贺天健、吴湖帆、王个簃、唐云、

来楚生、程十发、丰子恺、江寒汀等 30位画

家创作完成的。当年的 30位画家中，刚到而
立之年的汪观清是最年轻的。所有画家都非

常重视，创作十分精心，从存留的底本看，很
多正式雕印出版的作品都不止一张画稿。汪

观清在《现代国画小品》木版水印系列中的

两件作品，其中《间歇》也有两张画稿。
本次展览展至 7月 30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绘牛一甲子 水墨寄深情
汪观清 60年前作品《上学去》雕版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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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题材剧《辅德里》献演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 《辅德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