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sports

本版编辑/王剑虹
视觉设计/戚黎明

  
    年  月  日/星期五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文体社会

昨晚，上海街头艺人罗小罗走进上海音

乐厅，参加了《那就是我》朱逢博代表作品音

乐会，与上海老中青三代音乐人一起用深情

的歌声演绎朱逢博老师的经典代表作品。

得过帮助 伸过援手
在上海的20年，他得到过帮助，也伸出

过援手。

明年1月10日、11日晚，罗小罗将在艺

海剧院举办名为“致敬20”的个人音乐会。

为此，他还写了一首歌《二十》：“二十年前的

梦想，装在小小的行囊，背着心爱的吉他，要

去上海闯一闯……”

毕业那年，罗小罗来到上海干摄影，3年

间为几百对新人拍摄了婚纱照。后来，他还

尝试着做过生意，低谷时甚至想过离开上

海。直到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音乐点亮了

他。他突然意识到，曾经带给他无数欢乐的

歌唱，才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于是他留在

了上海，开始在酒吧驻唱。

在上海驻唱期间，罗小罗得到过很多人

的帮助，比如铁玉兰乐队的周紫峰把他介绍

到泰康路上的288，让他得到了业内的肯定。

后来，罗小罗听说有朋友去报考了上海市演出

行业协会的街头艺人证，他也去了并如愿考

上，于是开始开心地在街头为城市歌唱。

在街头歌唱，罗小罗也传递着温暖。静

安公园附近医院的一位癌症病人特别喜欢

罗小罗的歌声，无奈自己不能到现场，让妻

子帮忙去请罗小罗唱一首自己最爱的《新鸳

鸯蝴蝶梦》。那天，罗小罗现学现唱了这首

歌，那位妻子流着泪录着视频。几天后，罗

小罗收到了短信：“我先生已经长眠不起，感

谢你，让他安静地离开！”

明年的“致敬20”音乐会上，他还准备邀

请由五名全盲或低视力的视障乐手组成的

“不靠谱”乐队来到他的音乐会。“我和他们

合作过，他们水平很高，对音乐执着热爱，也

渴望积极融入社会。我答应过他们，如果有

机会，我一定请他们和我一起上台，现在我

有机会帮助他们，搭建一个视障人士和社会

沟通的桥梁，我说到做到。”罗小罗说。

城市暖意 歌声回报
在每年冬夏举办个人音乐会，罗小罗的

这个想法源于去年寒潮。那段时间，上海突

然降温到零下，演出行业协会和静安区文旅

局为了歌手和歌迷的健康，便联系了静安区

文化馆，转场室内避寒。“这个办法真的很暖

心，歌迷中很多都是阿姨妈妈，他们无论严

寒酷暑都一如既往地来街头支持我们，我觉

得我也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他希望自己

的冬夏音乐会能让歌迷在歌声中暂避严寒

和酷暑。

今年1月26日、27日，罗小罗第一次在

上海艺海剧院连开两场音乐会。这背后离

不开一位上海爷叔的默默付出。爷叔叫周

虎，是位资深媒体人。去年冬天的一个傍

晚，爷叔从久光百货出来，发现马路对面里

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中传来好听的歌声。爷

叔循声而去，见到了罗小罗。

周虎和身边歌迷攀谈，有位阿姨告诉

他：“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从来都不说

这些，只是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声。对这些

来上海努力奋斗的年轻人，我们也应该像对

自己的孩子一样。”阿姨们冬天会为罗小罗

送上围巾，秋天会给他带月饼……

晚上回家，周虎在朋友圈里盛赞罗小

罗。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周紫峰回复他：“我

介绍你们认识。”次日，三人相聚，周虎问他

未来有什么计划，罗小罗说：“歌手么，有机

会还是希望能站上专业舞台开个音乐会。”

周虎说：“单凭你这种不躺平的精神，我这个

上海爷叔就要帮侬！你只管做好音乐，其他

的事情交给我！”仅用三个星期，办了一场音

乐会，门票全部售罄。

歌暖，心更暖。他想用歌声，回报这座

给了他温暖的城市，并将这份暖意，带给更

多人。 本报记者 吴翔

他的歌声里有这座城市的暖
——记在上海20年的街头艺人罗小罗

电影《孤星计划》自全

国热映以来，截至昨天影片

票房已突破9700万元。许

多观众在观看后表示，影片

中的人物形象鲜活、情感充

沛，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内

心。通过刻画革命年代青

年群体的成长与斗争，影片

不仅连接了过去与当下，更

激发了当代观众对勇敢和

理想的全新思考。

青春与理想交织
影片《孤星计划》立足

于历史，讲述了上海大

学师生在动荡年代中的

命运转折。电影的创作

背景与上海深厚的红色

历史息息相关。监制黄

建新介绍说，上海大学

培养了大量的革命人

才，希望通过描绘当时

年轻人投身革命的故事，展现那个时代青年的

理想与激情。导演徐展雄将影片的核心聚焦于

“青春”这一主题，希望让观众感受到那股跨越

百年的理想力量。

历史上的上海大学就在今天的南京西路恒

隆广场所在地，是那个时代青年人追求理想、投身

革命的重要摇篮。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邓光辉

认为，影片对上海的历史空间进行了全新的诠

释，尤其是将大学作为革命的关键场所，片子结尾

致敬不同年代的青春同路人，点燃了整个影片。

创新让历史生动
《孤星计划》不仅是对历史的再现，它还通

过悬疑元素和青春题材的融合，带来了全新的

影片叙事体验。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表示，影片

不断设置障碍、不断设置人物的反转，把悬疑剧

能够用到的方式和手段都用到了极致。

影片中的青年群像、女性力量以及悬疑元

素，都让这部影片超越了传统谍战片的范畴，成

为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思想力量的作品。剧本

监制张冀认为，片中的青春特工摆脱了谍战戏

中特工过于职业化、脸谱化的刻板印象。

而张雪迎饰演的丁梦华，融合了当时三位

新女性——孟梦青、杨之华、丁玲，名字之中蕴

含着演员对青春的理解，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张雪迎在谈及角色时表示，丁梦华是连接百年

前的年轻人与当下00后的一座桥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陆绍阳认

为，电影用年轻化、情感化、精致化的新思路完

成了“谍战+”的新尝试。制片人任宁坦言，孤

星社的年轻人就像当代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

他们也会迷茫，但当他们被前辈们的光照亮，逐

渐也会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太阳。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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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兰情冉冉”——张冉昆曲艺

术系列演出第三季亮相兰心大戏院。

这场由国宝级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洵澎、

蔡正仁担任艺术指导的演出，除了观众

喜爱的杜丽娘之外，张冉还出演了《蝴蝶

梦·说亲》中的田氏、《雷峰塔·断桥》中的

白娘子、《南柯记·瑶台》中瑶芳公主三个

性格特色各异的女性角色。她说：“一出

昆曲，就是一场流淌的梦境。寻梦昆曲，

就是寻梦古老中国温柔的诗意。”

《蝴蝶梦 ·说亲》（见左图）表现的是

田氏表面身着孝衣悲伤守灵，而心底则

暗怀改嫁的期待，是双面情感表演的经

典案例。初学《说亲》是在15年前，张冉

说：“田氏是我至今出演的所有角色中唯

一不穿水袖的角色。这一双手如能用

好，可以辅助塑造人物。”剧中，田氏一身

雪白行头，以手中一块大红手帕衬托，手

帕的主人向往王孙、追求爱情，而内心的

冲动与压抑、渴望与焦虑等矛盾，在唱念

做舞中展现出丰富的情感层次。

《雷峰塔 ·断桥》唱做皆重，前半出

锣段繁紧，后半出哀怨悱恻。初学《断

桥》时18岁，她说：“现在想到年少时学

戏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希望我的表演

既能尽情展现张洵澎老师传承给我的

一招一式，也能向梅兰芳先生诞辰130

周年致敬。”

张冉曾凭借《南柯记 ·瑶台》中“瑶

芳公主”一角获得第25届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在这段表演

中，她运用了很多刀马旦身段来表现瑶

芳公主的文武双全、刚柔并济，娴雅中

多了一分傲骨和巾帼英气。这出戏在

舞台上不常演，从20岁时学了这出戏

至今，张冉只在舞台上演过三次。这

是一出文武兼备的戏，对她而言是很

大挑战。

“我总是似梦非梦地感到自己和杜

丽娘有一种来自生命最深处的精神共

振。我不认为自己是在表演。”张冉至

今已在上海、巴黎、纽约、华盛顿、维也

纳、汉堡、巴塞尔等地累计演出《牡丹

亭》近400场，她两度受邀在维也纳联合

国总部演出，并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

时在巴黎演出。几乎每一季“兰情冉

冉”都有《牡丹亭》。她说：“如果说杜丽

娘在用一生梦游，那至少在舞台上，我

和杜丽娘做着同样的梦。”

本报记者 朱渊

从“杜丽娘”到“白娘子”

张冉：寻梦昆曲

从街头到剧院，罗小罗的
歌声遍布上海的各个角落。
他20岁时从故乡桂林来

上海，明年是他来上海奋斗的
第20年。20年里，上海这座
城市用它特有的温度温暖了他
的心，他说：“上海的阿姨爷叔都
把我当成自己孩子。”

■ 罗小罗在街头演出总是吸引众多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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