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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翔）

经过两个月的激烈角逐，

越剧文化推广竞演节目

《越动青春》昨天收官。十

强选手中复赛得分更高的

5位陆续登场，接连演绎5
个戏迷耳熟能详的越剧选

段。在传承越剧经典的同

时，“新声代”青年越剧演员

用自己的方式，以青春之名

书写百年越剧新篇章。

节目中，导师赵志刚

携经典代表作《沙漠王子》

开场。选手也纷纷放下

“包袱”，大胆表现。徐派

小生王婉娜一改往日常演

的青年才子形象，首度挑

战皇帝角色，而且还是拥

有雄厚观众基础的《甄嬛

传》中的“四爷”。老师钱惠丽主演

越剧《甄嬛》，“跑龙套”的王婉娜在

没有戏份时，就在舞台旁观察、记

录、揣摩，不断摸索表演方法。终

于，她的长期积累在《越动青春》舞

台上得到了现场导师、专业评审和

观众的一致好评。

袁派花旦赵心瑜本轮挑战袁

雪芬的经典“三哭”之一——《梁山

伯与祝英台·英台哭灵》选

段。吕派花旦陈欣雨也选

择“致敬经典”，她出战的

选段是吕派家喻户晓的

《花中君子·爬堂》。徐派

小生裘康宁则表演了越剧

《红色浪漫》，该剧改编自

纪实文学《红岩魂》，讲述

了解放前夕发生在重庆渣

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一

段爱情故事。“十强”里唯

一的文武花旦沈佳敏选择

挑战的 是 老师吴 素 英

1986年在上海比赛时表

演的《白蛇传·盗仙草》选

段，该作品包含大量武戏

技巧、难度极大，对生完孩

子不久的沈佳敏来说是个

很大的挑战。

经过紧张激烈的32强导师战

队抢位战、惊喜不断的四大主题导

师战队团战和十强选手车轮大战，

《越动青春》不仅展现了00后乃至

05后越剧“新声代”的鲜活群像，

让一批青年越剧演员走进了观众

的视野，也让戏曲圈外的更多大众

看到了当代越剧新鲜、多元的表达

方式和对好故事、好人物的包容。

又是一年暑假档，上海出品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2年前的

此时席卷中国电影院的情景历历

在目——有学子在影院吟诵李白

诗句竞折腰，有观众看完该片后

去西安、商丘践行诗人之路。一

部电视剧《繁花》又让大江南北观

众热衷学习上海话，看着改革开

放的历史波澜洗礼了主人公，感

受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光，是

影之始。追光前行的上海影视

人、上海文艺工作者，为观众与时

代创造的“共同选择”，体现在“五

个一工程”奖的丰硕成果上。

去年 12月揭晓的第十七届

“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单中——

杂技剧《天山雪》；电影《长安三万

里》《万里归途》《人生大事》；电视

剧《繁花》《三体》《城中之城》；网

络文艺《中国奇谭》；广播剧《赫哲

人的“伊玛堪”》；歌曲《新路》以及

理论文章《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作为上海出品的精

品力作，荣登其中。这一届“五个

一工程”奖，上海获奖数量创历史

新高，传统门类继续巩固领先地

位，新增门类成绩突出，上海市委

宣传部再获组织工作奖。创办于

1992年的“五个一工程”奖，是引

领精神文化创作、促进文化强国

建设的示范工程，是全国各地文

艺精品创作生产综合实力的精华

体现，是精神引领和审美启发的

风向标。

2024年 3月，《上海市建设习

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行动方

案》印发，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创作

方向有了更明确的聚焦。上海的

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紧扣

时代脉搏，在守正创新中，赓续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还获得了第20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第

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

片”、第 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优

秀影片”、第3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中国电影周金鹤奖“最佳动画片”

等多个重量级奖项……该片制作

方追光动画，以《长安三万里》原

班人马，即将于7月12日推出“12
年来投入最大的新作”《聊斋：兰

若寺》——以一条主线串联起《崂

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画

皮》《鲁公女》等经典篇章，在国产

动画史上首次尝试以故事集的方

式呈现《聊斋志异》，六位导演为

六个篇章分别创作了独特多元的

美学风格。

如果说传统文化的当代审美

表达，让观众感受文化自信、明晰

“何以中国”，那么抓取人间烟火、

温暖现实生活的作品，则给予观

众切肤的关怀。电视剧《繁花》就

胜在于此——它那么艺术，又那

么真实。电视剧版站在了获得茅

盾文学奖的小说版之上，从改革

开放的波澜起伏中，精选了典型

人物，让上海乃至全国观众感受

到身边就有这样闯劲十足、魅力

十足的“角色”——这是阿宝、汪

小姐、玲子和李李的故事，也是你

我他的流金岁月，分分秒秒都“人

间值得”。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20周
年，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刚落

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电视节，

再度印证了上海的“电影之城”地

位。去年，上海出品影片上映 42
部，票房达71.3亿元，占全国国产

电影票房的五分之一，其中 13部
票房过亿，占全国过亿国产片的

四分之一。高质量、多类型、好口

碑的“上海出品”，已成为全国电

影市场的重要引擎。

光影，也是舞台艺术的聚焦

点。杂技剧《天山雪》是上海杂技

团继独创“杂技剧”这一形式，在

《战上海》之后推出的第二部作

品。以援疆故事为背景的《天山

雪》，继续探索“叙事必须为技巧

发挥提供空间，而技巧必须有机

地为叙事服务”的核心思想。在

该剧创作过程中还培养了一批来

自新疆的杂技演员。该剧九易其

稿，最终浓缩成一台 100多分钟、

21个新创节目的大型杂技剧。该

剧自2023年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首演之后，开启各地巡演，仅

线上观看人次就接近 200万
人……

中国式现代化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

入眼、入耳、入脑、

入心的文艺佳

作，就是精神文

明的硕果。这

些佳作，能让

我们在日常

生活里就能

感 受 到 光

影流动于

城市文化

之中，星

辰 大 海

起伏于时

代奔流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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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博

物馆为探寻“大文创”转型，推出了

“大博物馆计划”，倾力打造一系列

文物游戏绘本丛书。昨天，该绘本

系列再启新章，由艺术家徐旭峰创

作、上海博物馆编著的《江南奇遇

记》出版首发。今天开始，上博东馆

四楼创意工坊“江南奇遇记——徐

旭峰手绘作品展”面向公众免费开

放，直到7月28日。绘本主人公——

“无锡惠山泥人本色大阿福”从图书

跃入展厅，带领观众感受江南文化

的人文风物。

这部《江南奇遇记》是以上博馆

藏“大阿福”为主角原型，是上博推

出的第六本儿童绘本，配合上博东

馆江南造物馆的开设。绘本的主题

“江南文化”是上博多年来一直深耕

厚植的文化传统，上博曾经举办《春

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推出了

文化品牌项目《江南文化讲堂》，《江

南奇遇记》就是在这片土壤上长出

的花朵，以文物为出发点，从儿童的

视角出发，将江南文化的传承与认

同带入日常生活。

邀请艺术家在创意工坊办展，

以手绘作品展作为起点，以“江南奇

遇记”IP为核心，精心策划了系列

衍生品体验工坊等一系列文创活

动，让书和展融合，这样服务年轻读

者的梦幻联动在上博东馆开馆后还

是首次。

这部绘本以颇具新意的出版形

式（正反书），讲述了大阿福被主人

弄丢以后，寻找回家之路的故事。

在创意工坊同步开启的《江南奇遇

记》手绘作品展，展出26幅作品，包

括以阿福为主角的故事线的 13幅
绘本手稿，与之部分对应的 8幅黑

白线稿，以及从未向公众公开过的

5幅原画。同时，为了带给大家沉

浸式的体验，展览精心还原了《江南

奇遇记》的主题氛围场景。展览期

间，上博将在 7月 12日和 7月 26日
举办两场面向公众的手工体验活

动，大家可以亲手为素坯泥塑“大阿

福”绘制色彩，活动结束后把这份福

气带回家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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