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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品 功勋故事
十年来，值得讲述的中国故事灿若繁星，

而平凡的人们总给我们带来最多的感动。正

在热播的《我们这十年》让观众看到，这十年

每个人都是主角，共同见证、创造了中国的光

辉成就。十年，十一个生活的记忆瞬间，从街

头巷尾到异国他乡，从舞影曼妙到长空呼啸，

从田间地头到球场荣耀，从扫黑除恶到抗疫

奋战……浓缩了无数为国家、为社会、为生活

努力奋斗的身影。无论是故事中的人物，还

是剧组内外的演职人员，每个人都是时代大

潮下的奋进者，用无数的细节和瞬间，达成荧

屏内外的共情。

在奋斗前行的路上，也需要看到榜样。

昨晚，上海出品的现实题材剧《功勋》在东方

影视频道播出，《功勋》取材于首批八位“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随着剧情在稻

田、山间、医院、战场、实验室等不同场景切

换，一段段峥嵘岁月是对功勋人物“忠诚、执

着、朴实”品格的生动记录和诠释。该剧自去

年首播以来，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首个

单元《能文能武李延年》讲述了抗美援朝战场

上，由李延年（王雷 饰）担任指导员的三营7

连顶住敌人的多次反扑，重新夺回346.6高地

的事迹，在刻画一位能文能武的战斗英雄的

同时，也塑造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群

像。该剧让观众感受到，模范人物也都是有

情有义有爱有恨的普通人，这更能让普通观

众感到共鸣。

红色经典 致敬英雄
在奋斗的路上，也要始终心怀感激，珍

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看电影，学党

史”是此次展播的重要主题，观众可以通过

一部部经典的红色电影，致敬革命先烈。光

影中有英雄的影子，如《董存瑞》《狼牙山五

壮士》《红色娘子军》《烈火中永生》……也有

夯实我们今天幸福与美好生活基础的各大

战役，如《百团大战》《血战湘江》《战上海》

《金刚川》《上甘岭》……还有《1921》《古田军

号》《万水千山》《永不消逝的电波》《智取威

虎山》……这一部部老电影每看一次，都能

为观众带来新活力。

此次展播还将展现一批平凡生活中的

英雄形象。由张嘉益、丁海峰主演的当代

涉案剧《营盘镇警事》已经开播。该剧根据

公安系统二级英模范党育的真实事迹改编

创作，讲述了一个扎根基层的派出所所长

的工作点滴。10月24日起，将播出于和

伟、韩雪主演的法治题材剧《巡回检察组》，

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

权威的故事。

烟火人生 时代发展
展现百姓生活情感故事、时代变迁和改

革发展的现实题材作品也是此次展播的重要

内容。由张嘉益、闫妮主演的都市情感剧《装

台》将于明天播出，该剧讲述了以刁大顺（张

嘉益 饰）为首的舞台搭建者在生活中的酸甜

苦辣。10月22日起将播出由郭涛、梅婷主演

的家庭情感剧《父母爱情》，讲述了海军军官

江德福（郭涛 饰）和“大小姐”安杰（梅婷 饰）

相识、相知、相爱、相守50年的爱情生活。

还有两部展现运河沿岸不同时期风土

人情的作品，将带领观众一览运河沿岸区域

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由王

雷、韩雪主演的《运河边的人们》正在上视综

合频道播出，该剧讲述了新时代运河沿岸人

民从根本上解决污水污染河道问题、成功阻

止千年古镇的古建筑拆除、保护运河两岸千

年古韵的故事。10月21日将播出的年代传

奇剧《运河风流》以真实历史人物的故事为原

型，讲述了民国初期以黄子荣、宋鲁生、杨春

早为代表的“济宁三杰”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

与家族命运。

影视作品总是最能够直接而生动地反映

时代的风貌，十月上海荧屏上播放的这一系

列现实主义力作，不仅能让观众在追剧的过

程中感到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更能从中获

得持续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源动力。

本报记者 吴翔

平凡的人们带来最多感动
十月上海荧屏展播一批现实主义力作

在视觉上，多媒体效果制造出宇宙星空天

地的笼罩感；在听觉上，民族乐器演绎出回响

千年的穿越感……国风民乐现场“海上生民

乐”昨晚在上海音乐厅开启第三轮驻演。总共

28场演出，持续点亮演艺大世界的夜空。

在游客不多的情况下，能长期驻演的剧

目吸引的就是反复前来观看的上海观众。上

海民乐团团长罗小慈透露：“用心创作、用心

演绎，赋予国乐更多的活力和时代温度，让海

派民乐的美誉度、知晓度、影响力有质的提

升，这是我们的初心和目标！”上演第三轮对

于创作者来说，还能根据各方意见探索舞台

美学的创新可能，观众的好评也让他们坚定

了创作理念和方向。

上海民乐团多年来始终在探索民乐如何

适应当代审美呈现。《海上生民乐》最初，就是

一台各类民族乐器具有当代感的演绎尝试，钩

沉了数千年中华传统音韵如何流传至今。开

场曲《汲古》由中国最古老的骨笛开启，随后

篪、箫、笛等吹管乐器陆续登场，这些乐器代表

中国音乐的起步，也寓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三首作品《墨戏》表达的是中国书法的

水墨精神。古筝与中国舞的律动同频，让挥

墨动作可视、可感。《山水》中以“竹林七贤”的

故事，展现古老的天地观。《火舞》则以中外打

击乐的“对话”凸显文明融合。《穿越》以唢呐

与电声乐队的组合，传达出传统与当代的同

频共振等，每一首作品都让观众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丰厚与多元。

发展到驻场演出版本时，《海上生民乐》

与上海音乐厅这幢老建筑结合，产生了奇妙

的视觉火花。音乐厅穹顶被多媒体视觉效果

铺满，以至于懂经的观众更乐于买二楼的票：

“加上耳边动听的音乐，仿佛自己被音乐托

起，有一种在宇宙中的漂浮感。”或宇宙洪荒、

高山流水，或金戈铁马、幻彩敦煌……满溢至

舞台外围、音乐厅墙壁和穹顶的影像，为音乐

这一时间艺术营造出宏大的空间意境。还有

些观众因为对视觉产生兴趣而长了知识：

“《山水》这部作品的背景，原来是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我又去了解了这位画家的经

历与这幅画的传奇，真是拓展了知识面！”

民乐团为此番驻演版的推出还储备了千

锤百炼、具有演员水准的演奏家。9首作品每

一首都有几组演奏家轮番上场，因各自的表

现力不同，吸引着不同粉丝反复前来。

第二轮中，《酒歌》由男版“霸王”改为女

版“虞姬”——因演奏琵琶的演奏家换了性

别，就赋予了这支曲目完全不同的风格。如

此，也为观众的二刷、三刷提供了看点。

除了演奏出新，演出的衍生产品也出

新。演奏家的服饰，也颇唯美——既有传统

元素，又具现代时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美

体系。因而衍生产品也具有统一风格。购买

衍生产品的观众纷纷表示：“被这样的传统美

学惊艳，不仅想二刷、三刷，还想把这样的美

带回家。”二轮演出时就推出了“海上”限定衍

生品礼袋，此番进一步升级，将与民乐团特别

版文创一起，供观众回味。

本报记者 朱光

这些天，现实主义电视剧《我们这十年》正在荧屏上热播，十一
个主题以小人物浓缩大社会，用小环境折射大生态，以点带面地将
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细致呈现。除了《我们这十年》之外，金秋十
月，上海荧屏还将展播一大批书写“生活味、烟火气”，描绘人民群众
智慧和创造，真情讴歌新时代人民群众新风貌、新奋斗的现实主义
作品，为观众展开一幅幅生动的时代画卷。

“海上生民乐”何以吸引观众看第三轮

好听 好看 长知识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我们这十年》海报

▼《运河边的人们》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