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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选择革命，绝对不是盲目的、冲动的，而是出于对国家、

民族、人民责任，抱着理想主义做出的理性选择。

在舞台呈现方面，马俊丰表示，《前哨》区别于传统话剧

的表现形式，构建当下的剧场新形态，融合话剧表演、影视拼

接与多媒体影像结合的综合表现形态，强调视觉等新的审美追

求。比如剧中殷夫与大哥告别这场雨中戏。诀别身为国民党军

队高官的哥哥，此后“各走前途”的殷夫独自走在雨中。此时，

90 年后的导演系研究生默默地撑了一把伞过去。没有任何语言，

就是一个打破时空的对接。但观众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种理解，

也是一种召唤……意向的表达与时代的呼应，成为该剧非常重

要的艺术手段与看点。对此，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剧

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罗怀臻认为，《前哨》呈现出壮阔深沉的

舞台艺术风格，同时又不失时代感和青春气息，以高度融合的

手法，构建革命历史题材新的表达语汇和舞台范式。

精品意识是《前哨》剧组全体参与者共同的精神追求与目标。

事实上，文艺工作者为时代，为人民创作艺术精品，一直是上

海戏剧学院的传统与职责。正如黄昌勇所说的那样：“拿我们

学校来说，1945 年成立之后，上戏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很多精品

力作，经常带作品进京演出，校内的演出也很受社会各界关注。

近些年，我们对创作依然非常重视，但是，说真的，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现象级作品还是少了点。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

很着急。我一直在思考：明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火热的时代，

有着火热的生活，有这么丰富的题材，为什么我们的精品力作

反而少了？”对此，黄昌勇感慨颇多：“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原

因，是现在大家都有点浮躁，不能够静下来，把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一部作品的创作中。一个作品从选题、立项到完成，

往往就几个月，为长期而做的创作打算很少了。此外，大家可

能还是太功利了。很多创作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纯粹就是为

了抢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而不是做充分的准备，从内心出发，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创作。最重要的是，舞台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

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不仅仅指灯、服、道、效、化等多部

门的合作，还应该包括方方面面。所以，这次创作，我希望追

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不管最后能够达到什么层次，

‘三精’的追求在管理控制上会始终伴随。”

事实上，《前哨》的首演确实获得了极高的关注与评价。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先生观后，激动万分，在研讨

会上，他坦言：“我历来相信，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只有当他产

生夜不能寐的创作冲动时，才可能出好作品。这部剧的诞生应

时代之命、人民所需，恰逢其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之际，全体党员、全国人民都在向历史深处回望初心：我

们不忘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牢记的使命是什么？龙华在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关押过大批党的领导

人和高级干部，但它今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同‘红岩’‘雨

花台’等比起来还不相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要前进 ,

改革要深化 , 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 , 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

离不开文学意义的推动。‘红岩’有一部小说，‘雨花台’也

有很多文艺作品，龙华相比较起来少了一些，特别是产生全国

影响的。现在，这部作品出来了，龙华会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

它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文化意蕴、红色基因，将在今天为人们

提供强大的精神正能量。”

艺术精湛

《前哨》创作汇集了诸多上戏校友，他们抱着对这段红色

记忆的崇敬之心全情投入。扮演鲁迅先生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王洛勇，自接到任务起，顿感“压力山大”的他就开始阅读资料，

走进人物。“这个角色真是太难了！首先，能演这样的角色是

演员的福分，要说中国有骨气的名人，有责任感、有思想的文

人，鲁迅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能演这样的人物，首先是非常光荣，

但接下来心里慌慌的，因为这个角色太复杂了。我演鲁迅的最

大感受是——如何平衡鲁迅的两面——冷和热，热情与严肃，

学术上的严谨和对年轻人的耐心……”舞台上的王洛勇，最终

演绎了一个真实、生动、传神的鲁迅先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那是不是你要去的方向？你要扪心自问。对我来说，我就是把灯塔放在台
上。灯塔可能曾经一度被人遗忘或者熄灭了，现在我们把它重新点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