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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人从尘埃里开出

花来的不只爱情，还有热

爱。2023年12月29日，一

场大火让经营十多年的谢

欣舞蹈剧场付之一炬。今

天，谢欣舞蹈剧场驻地“白

屋”原地重建、迎来“重生”。

被烧穿的屋顶再度建

构，焦黑的地板铺上新地

毯，那一面面曾经斑驳的墙

被巨大的落地窗替代。站

在窗前向外眺望，门前才通

车的申四北路带着憧憬和

希望延伸到远方，不远处沪

昆高铁飞驰而过，一片欣欣

向荣的景象。

谢欣和团员在“新家”

合影，她说：“劫难也是生命

的礼物。穿过黑暗，未来的

路上我将勇敢地成为生命

的强者。”

留下来
因为火灾，原来相邻的

租户纷纷搬离，唯有谢欣选

择留下来，她说：“哪里跌

倒，哪里爬起来。”

新“白屋”总面积逾2000平方

米，分四个区域。从东进口入，映入

眼帘的是多功能小剧场，这里未来

还会设置咖啡吧，晚上则可以小

酌。服装仓储区紧挨着研发区。种

子教室在健身房和更衣室的对面，

坚持艺术教育长达7年的舞团，今

年起将开设少儿班。

整个空间视野最好、采光最棒

的空间是剧场。这个将近330平方

米的剧场，有单独的化妆间，白天是

舞者的排练厅，晚上将举办演出。

以后，观众大多会从这一西进口入，

从白色楼梯走上来，穿过陈

列舞团历史和经典剧目的长

廊，走入另一个舞蹈世界。

走出去
在簇新的“白屋”里，唯

一和过去还有着一丝关联的

是一块写着舞团巡演日程的

白板。谢欣指着“2023年12

月23日、24日，《方舟》，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那行字说：

“谁能想到，演完这一场就差

点没有下一场。”她又指着之

后2024年的巡演行程，不无

自豪地说：“之后的演出，我

们一场也没耽误。”

去年，谢欣舞蹈剧场完

成了两轮欧洲巡演，超过50

场国内外演出；策划举办了

2024粤港澳大湾区（深圳）

舞蹈周；举办了上海第八届

身体前沿国际交流工作坊；

由国舞剧场委约，谢欣舞蹈

剧场与佩在又吉文化传媒联

合制作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场

《萨蒂之名 ·春之祭》也在上

周刚刚落幕……“是时候，重

新出发。”谢欣说。

本报记者 朱渊

又讯（记者 朱渊）上海独脚戏
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人民滑稽剧

团）日前迁入位于黄浦区白玉兰剧

场的新团部，并以“乔迁之喜”为主

题举办庆典活动。“王汝刚滑稽艺术

（非遗）工作室”同步揭牌。剧团将

依托更先进的设施和更开放的创作环

境，继续传承和发扬海派滑稽艺术的

独特魅力，通过创作更多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的优秀作品，让更多人感受滑

稽戏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同

时，通过培养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

为海派滑稽艺术注入新活力。

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一、著

名表演艺术家于洋于2025年3月1

日20时30分逝世，享年94岁。

今年1月17日，杨静在睡梦中

离开人世，于洋始终陪伴在其身

边。仅仅一个半

月后，失去爱人的

于洋也走了。尽

管女儿于静江昨

晚转告亲朋好友

说：“老爷子走得

很坚强也很安详，

没有痛苦。”但驼

铃声远了，这次真

的远了……

此前，于洋曾

接受本报的独家专访。他回忆，自

己16岁时从于延江改名于洋，从此

以革命者的身份走进大银幕，与新

中国电影携手走过七十载峥嵘岁

月。

在1948年春摄制完成的故事

片《留下他打老蒋吧》中，于洋饰演

了连长一角。这部38分钟的短片，

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人民电影

事业后，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

很快，于洋又参与了电影《桥》的拍

摄。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

该片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描写了中

国工人阶级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的

劳动和斗争，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

的崭新形象。之后，于洋又投入到

《中华女儿》的拍摄中，这是新中国

建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日题材影

片。

很多个“第一”之后，于洋参演

了一部被观众熟知和喜爱的电影

《英雄虎胆》。侦察科长曾泰一度是

于洋的另一个名字。“电影里有一场

审讯的戏，真曾泰审问假曾泰，审问

自己的同志，心里矛盾、痛苦，特别

难演。”于洋回忆说，这是曾泰面对

的五次考验里，最激烈的一次，“拍

这场戏的时候，我点烟的手一直发

抖，这不是动作设计，是当时真实感

情的流露。”于洋说，他创作角色会

要求自己“活在人物当中”，他还说，

演员的工作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

用真实的感情和体验，来表达、来呈

现人物，“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

里真，哪里假，他们都知道。”

“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

艰险，洒下一路驼铃声……”对于艺

术创作的真诚，让观众不仅喜欢于

洋扮演的电影角色，连于洋自导自

演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里的这一

首插曲《驼铃》，也传唱至今。

于洋的银幕生涯，几乎可以说

是与共和国的青春岁月一起成长

的，正如他参演的一部电影的名字

《青春之歌》。那是他跟秦怡第一次

合作。而于洋和秦怡最后一次合作

时，他俩一个80岁，一个88岁，在电

影《金色驿站》中携手，上演了一出

动人心弦的“夕阳恋”。

回望与新中国电影一起走过的

日子，尽管晚年困扰于腰椎的顽疾，

但那时坐在北京的阳光里，于洋说：

“我的青春是很有意义的。”

本报记者 孙佳音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逝世

那片驼铃声，真的远了……

以文学之名
向“新”发力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
计划第二季今启动

文体社会

▲ 新民晚报    年

6月 日版面

 《英雄虎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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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纪念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95周年左
翼文艺期刊图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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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能

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气。今天，

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

下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

95周年的日子，在中共四大纪念

馆与左联会址纪念馆举办的“左

联与先进文化的时代价值”——

纪念左联成立95周年座谈会上，

夜光杯 ·左联 ·青年写作计划全

新出发，发布第二季的活动计

划：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

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

意写作研究院、上海大学人文学

院等高校的学子走进中共四大

纪念馆、左联会址纪念馆等红色

场馆，看红色展览，当宣讲员，走

鲁迅小道，写活动心得……

青春力量
夜光杯 ·左联 ·青年写作计

划由新民晚报社及其品牌副刊

“夜光杯”与中共虹口区委宣传

部及中共四大纪念馆、左联会址

纪念馆于2024年3月2日左联日

创立。夜光杯 ·左联 ·青年写作

计划注重文学与社区、高校与社

会的联动，鼓励青年“以我手写

我心”，用短篇美文记录生活、传

递情感。活动还延伸至社会公

益领域，青年学子参与到夜光杯

进喀什校园，为远方的儿童送去

语言美育资源。

夜光杯 ·左联 ·青年写作计

划第二季重在建设加强大学生

理论宣讲联盟，希望能通过实践

和调整，打造出一些理论宣传新

媒体产品、思想政论精品节目，

让夜光杯 ·左联 ·青年写作计划

力争成为社科普及品牌项目，让

理论宣传接地气、有生气。

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黄昌勇认为，征文的价值在

于可以照顾到社会的细枝末节，

基层的普通人，甚至中小学生都

可以参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

学院院长吴俊提到，该校学生将

以叔同文学社的身份来参加这

一次的青年写作计划。中共四

大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徐雪

琛谈到，夜光杯 ·左联 ·青年写作

计划第一季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今年的第二季希望让更多年

轻人走入社区，走入现实生活当

中，这也是左联当年倡导的文艺

大众化的一条道路。

重要桥梁
作为上海文化名片，夜光

杯也通过该计划进一步强化其

“百姓参与文化表达”的定位。

从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夜光

杯 ·左联 ·青年写作计划到夜光

杯进喀什校

园、夜光杯市民读

书会等活动，夜光杯不

断吸引忠实读者与新锐作者

共同参与，坚持名家与普通百姓

同台，共同塑造更具包容性和创

造力的城市人文生态。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

孕育地，同时也是中国左翼文化

运动发展的重地。今天，中共四

大纪念馆、左联会址纪念馆与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携手，

由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中心作为学术支持的“先进文化

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

立，并发布2025年度研究课题；中

共四大纪念馆与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合作，共同举办的“薪火传承

——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

立95周年左翼文艺期刊图文展”

开幕。夜光杯 ·左联 ·青年写作

计划将围绕纪念中共四大百年、

左联成立95周年、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五卅运动百年等重大历

史事件发生时间节点，通过激活

历史资源、应对现实挑战、构建

多元对话，激发青年的创造力和

创新精神，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建

设事业。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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