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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特别导赏活动以随机聊天形式展开，

上戏的一名研究生率先站了起来：“我之前学

表演，但接不到戏。后来在话剧团工作过，但

一个月就几千块，很难养活自己。”这让濮存昕

回忆道：“我也曾是待业青年，在黑龙江插队落

户 8年，后来考上了空政文工团，才有了成为

演员的机遇。我相信有才气的人是挡不住的，

但你要准备好，一旦有机会，就要能绽放刺目

光芒。”

面对年轻演员的担心，濮存昕说：“谁年

轻时没撞过南墙？我当年也整夜睡不着觉，

担心没戏演。”他把演员的成长比作孩子学走

路，“别怕摔跟头，舞台就是摔出来的。”他特

别提醒：“别把‘年轻’当借口，眼睛里要有光，

心里要有劲。”他坦言，真正的演员要像老黄

牛，闷头耕耘，等哪天开窍了，自然就“柳暗花

明又一村”。

本报讯 （记者

吴翔）2025年全国文

化馆服务宣传周上海

主场演出日前在崇明

文化馆启动。今年文

化馆服务宣传周于 5
月19日至25日期间，

在上海三级文化馆共

推出涵盖文艺展演、

展览展示、非遗体验、

艺术培训、文创市集

等类别近 2000 项特

色活动，让更多市民

走进文化馆，体验文

化馆，爱上文化馆。

启动仪式现场，

上海轻音乐团倾情献

上《世界赠予我的》流

行金曲音乐会。从即

日起至 8月 23日，崇

明将邀请上海轻音乐

团、上海滑稽剧团和

安徽省话剧院等知名

国有院团及优质民营

院团，为市民带来 32
场涵盖戏曲、音乐会、

皮影戏、亲子剧、非遗

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演

出。

文化馆服务宣传

周活动期间，浦东文

化馆推出“女画家作

品展”、红色淮剧《火

种》、先锋戏剧《丁西

林二则》等，诚邀广大

市民共赴一场跨越时

空的文化盛宴；黄浦

区文化馆围绕“艺美

黄浦”八大主题板块，

联动线上线下资源，

推出近 200场各类文

化活动；静安区将活

动主会场设置在大宁

国际商业广场及静安

区文化馆总馆和分

馆，打造出一个集文

化旅游、商业休闲、艺

术展览于一体的综合

体验新场景；徐汇区

文化馆通过“人文汇

萃 向美而行”2025年徐汇区各街镇群

众文化周周演活动，为市民带来丰富

多彩的文化体验；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打造“520
之夜·会有星辰”专场音乐会，传递“社

会大美育”理念和“爱”的意义；普陀区深

耕“半马苏河”文化品牌，为观众奉上一

场精彩纷呈的室内乐导赏音乐会；虹口

区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题活动由 1场
文艺演出、1场讲座、1场展览和90

余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组成，

让广大市民从丰富多彩的

美育活动中提升文

化素养……

交响声中《神女》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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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命在舞台上
濮存昕和热爱戏剧的年轻人面对面

跨界碰撞
1934年，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的《神女》

上映，经过时光沉淀，《神女》成为公认的中国默

片的巅峰之作。前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适逢中

国电影诞辰120周年、阮玲玉逝世90周年，由上

海市电影局指导，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海电影资料馆共同承

办的“4K修复版《神女》现场交响乐配乐特别献

映”在上海影城一号厅举办。“美人世无双，弦动

万壑春。”放映结束后有观众这样赞叹。

本次“电影+交响乐”的大秀，将电影的最新

修复技术、上海影城的顶级放映设备、上海交响

乐团的现场演出、现场舞美编排完美结合，给上

海观众带来一场超越单一艺术载体的新型体

验，实现了对艺术形态的多样性探索，为电影之

城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展映的《神女》为最

新修复4K版，中国电影资料馆技术团队依托先

进的AI技术，将35毫米硝酸底片进行4K扫描

及修复，极大地提升了修复效率和质量。“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阮玲玉的一颦一笑，甚至她旗

袍的丝缕褶皱，都在上海影城杜比剧场的大银

幕中纤毫毕现，老上海街巷的烟火气息跨越90
年时空扑面而至，让影史珍珠《神女》呈现出完

美的视觉效果。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工部局乐

队是中国第一支在电影院进行默片伴奏的乐

队，前晚的演出可以视为对乐团历史的一次回

溯。他们派出了三管编制、70余人的演奏团队，

不仅穿上了具有海派传统风格的服饰，更在女

指挥家张洁敏的指挥下，以近乎丝滑的配乐，为

这部91年前的默片经典注入了新的灵魂，影院

里还重新搭建了舞台、灯光和音乐演出音响系

统，只为给观众带来最完美的视听体验。这些，

不仅是技术赋能的历史回响，更是对海派文化

基因的创造性转译。

融合发展
本次活动因其跨界属性，前期综合考察电

影放映与音乐演出两大主流市场的消费标准，

最终对现场票价进行了科学的阶梯式设计，包

含 188元、288元、388元三个具体档位。这一

设计，相比一般电影放映的统一票价，既考虑

到现场欣赏效果的差异性，更兼顾了不同观众

群体的消费能力，只为让画像各异的观影者皆

不负前往，享受到一场物超所值的视听飨宴。

为了配合前晚的放映，上海电影博物馆和

上海电影资料馆还连夜在上海影城现场搭建

起了《神女》主题微展览、文创产品销售展台

等，观众走进上海影城，旋即踏上时空穿越之

旅。“旗袍没有白穿。”影迷陈小姐放映前一个

小时就到了现场，与阮玲玉“合影”后早早进场

等候放映开始，散场后记者又在排队买文创的

队伍里看到了她，“好感动，配乐伴随着情节跌

宕，共同起伏，丝丝入扣。大银幕上，阮玲玉的

每一个表情都令人为之动容，她不需要眼泪就

叫我感动哭了。”

当阮玲玉在修复技术与恢宏乐曲中重绽

光芒，当观众走出影厅，通过微展览与文创延

续这段独特的观影记忆，这场跨越时空的艺术

对话，已然超越一场简单的电影放映，而具有

了更丰满、更多元的文化意义。这一“一站式”

文化消费场景配合放映成功落地，也为建设中

的“电影之城”又提供了一份富有启发性的文

化消费案例。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在第 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前夕，中国
剧协主席、话剧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现身上海，在
上生新所和热爱戏剧的年轻人聊了聊。这场活
动虽是“加场”，但挡不住濮哥人气，现场火爆。

说起台词功夫，濮存昕很是感慨：“我到 40
多岁才真正开窍，发现嘴皮子利索不等于会演

戏。看了梅花奖最顶尖演员唱戏，才知道什么
叫‘字字珠玑’。”有学表演的年轻人和他谈起对
未来的迷茫，渴望从他这里得到力量，他恳切答
道：“我也曾经是‘待业青年’，直到 30多岁才有
了演戏的机会，但谁也挡不住你想要成为一个
好演员。”

谁年轻时没撞过南墙？

尽管如今，濮存昕的台词被奉为教科书级

别，但在他看来“学海无涯”。回忆第一次听孙

道临朗诵，他依旧记得那份荡气回肠：“字字句

句像带着钩子，一下抓住人心。”如今在梅花奖

评审现场，看各行当顶尖演员唱戏，他更明白

了什么叫“字字珠玑”。

在他看来，一个话剧演员，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停止学习：“老一辈的艺术家没有哪个

上台前不练私功的。他们整天都在琢磨戏，往

往是在家推敲了每个字、每句词，第二天再来

排练场互相磨戏。”

“上台前一定要把台词嚼烂了！”他常对年

轻演员说，“你在台上说的每句话都要带着感

情，让观众听得见你的心跳。”

让观众听见你的心跳

聊到演员成名，濮存昕的语气严肃、态度

谨慎，在他看来：“名气不是用来炫的，是观众

给你的信任票。”他劝年轻人别着急当流量明

星，“先把角色立住了，观众自然追着你跑。”

演员的使命感在濮存昕这儿就是朴实的

一句话：“演员的命在舞台上。”他说：“演员演

戏，就像农民种地，要一锄头一锄头刨，一场戏

一场戏演，演到走不动为止。”

说起地方戏，濮存昕眼睛发亮：“浙江婺剧

这几年太争气了！小剧种也能在梅花奖舞台

上大放异彩。”他感慨，地方戏里藏着最浓的乡

愁，“听家乡戏就像吃妈妈做的饭，暖胃又暖

心。”他呼吁保护地方戏：“这些乡音是文化的

根，咱们得守好传下去，让五湖四海都能听见

家乡的声音。”

步入AI时代，很多工作或许都要被机器

人替代，也有人担心演员的未来。对此，濮存

昕倒是很笃定：“再高端的机器人，眼里没有我

们的灵光。”讲座最后，他现身说法，即兴来了

段《哈姆雷特》独白，念得全场屏息。“想当好戏

骨，没捷径！”他说得斩钉截铁，“角色就是座

山，你得一步一步往上爬，摔得越疼，站得越

稳。” 本报记者 朱渊

名气是给你的信任票

前晚的上海影城一号厅，是安静的，中国默片
的巅峰之作、现实主义电影的永恒经典《神女》4K
修复版上海首映。

前晚的上海影城，也是热闹的。热闹的，是
开场前穿着旗袍与《神女》大幅海报合影留念的
影迷，是换上了长衫和旗袍的工作人员叮叮当
当地敲着提醒的铃铛，是台上上海交响乐团
三管编制、70余人的演奏团队的现场配乐，
还有女高音歌唱家的如泣如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