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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力打响上海“四
大品牌”，本市有一批上
海题材纪录片已在紧张
拍摄和制作之中，其中
有《大上海》《浦东传奇》
《上海制造》《激荡四十
年》《上海石库门》《红之
里》《上海的味道》等，它
们多角度、全方位地展
现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
都市的历史文脉和城市
魅力，呈现出上海昂首
迈入新时代的新气象、
新作为……

上世纪，上海牌手
表、凤凰牌自行车、蝴蝶
牌缝纫机、金星牌电视
机、海鸥牌照相机、大白
兔奶糖等一大批“上海
制造”的产品闻名遐迩，
全国人民当年竞相争
购，这一幕已成了国人
集体记忆，也成了“上海
制造”的历史骄傲。上海
纪实频道近日拍摄的四
集大型纪录片《上海制
造》通过标志性的品牌
故事、生动鲜活的人物
经历，不仅梳理了“上海
制造”的历史记忆，更聚
焦了“上海制造”在面向
未来、面向世界的高科
技创新和全方位升级。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
和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
联合制作的 !集大型纪
录片《浦东传奇》也将在
近期投入拍摄。上海的
浦东新区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
如今已沧桑巨变，成了“上海现代化建设的
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纪录片《浦
东传奇》回望浦东开发开放的辉煌历程，截
取精彩人物和生动故事，由点及面，在荧屏
上呈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

近期正在紧张拍摄的纪录片《红之
里》，把镜头对准了上海的红色弄堂。
“里”者，上海弄堂也。树德里、渔阳里、辅
德里……一条条红色里弄串起了建党风
云、串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历程。
从民厚南里到三曾里、甲秀里，青年毛泽东
数次来到上海，党的领导人曾长期居住、工
作在这些里弄中，这些红色里弄见证了革命
领袖的理想信念、精神生活和个人魅力。上
海的石库门弄堂传承着党的红色基因、汩汩
血脉。同样展现出红色文脉的纪录片还有
《红色学府》《国歌往事》《信仰之源》等。

已经拍摄过半的 "#集纪录片《上海石
库门》不仅讲述了上海居民最典型的建筑
石库门的历史由来和演变，更展现了我党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集大型纪录片《大上海》由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出品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制
作播映。这部上海市文艺创作的重点项目
目前已拍摄了前 %集，正在拍摄上海的改
革开放四十年这段历史。这部高定位、大视
野的纪录片，将完整记录上海开埠至今
"&#多年的历史风云，用丰富的细节和生
动的故事走近那些在历史上有回响的人
物，通过上海这一窗口展现了中国现代化
的历史进程。
《大上海》将努力真实、准确、权威地诠

释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特殊地位
和发展历程，着力全景式展示上海城市
精神，刻画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
命史和改革开放史上的澎湃篇章，回答
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必然选择的深
刻原因。 本报记者 俞亮鑫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昨晚，上海昆剧
团最新一部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经典昆曲《邯
郸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礼堂上演，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赢
得了台下 '###余名师生多次热烈的
掌声和叫好声。

演出由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蓝
天和上昆中生代优秀演员陈莉联袂
主演，梅花奖得主黎安、吴双甘当绿
叶为全剧增色不少。扮演崔氏的陈
莉对出场后的一套水袖动作作了微
调，以求更加沉稳大气，更加靠拢正

旦这个行当。扮演汪卢生的蓝天告诉记者，
一开始难免有些紧张，但一出场就迎来一
个熟悉的“碰头好”让他稍稍松了口气，之
后掌声不断，多处对白都赢得台下观众会
心的笑声，“我演得越发带劲儿了。”
《邯郸记》是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一

部，之前已经两次赴北京演出，这次演出是
该剧第三次进京。说到为何此次选择了这
一剧目，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表示：“《邯
郸记》经过了传承再创新的过程，具有将经
典整理改编再创造的精神，符合当下的艺
术创作规律。在‘临川四梦’世界巡演中，
《邯郸记》是‘四梦’中观赏性最强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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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三次进京 不断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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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排现场台上台下亲如一家

沪沪沪剧剧剧《《《敦敦敦煌煌煌女女女儿儿儿》》》
看看看哭哭哭原原原型型型樊樊樊锦锦锦诗诗诗

! !邯郸记"剧照

" !敦煌女儿"剧照

# 樊锦诗

#中$ 与主创

人员在一起

! ! ! !昨晚，年逾八旬的“敦煌女儿”
樊锦诗携儿子、儿媳、孙子等家人出现在沪剧
《敦煌女儿》的彩排现场，在观看时樊锦诗数度
落泪。彩排结束后，樊锦诗走上舞台面对现场
的演职人员足足讲了十分钟，又与“常书鸿”
“彭金章”“段文杰”等的扮演者一一握手，之后
还在后台与扮演樊锦诗的茅善玉交谈良久，而
樊锦诗的小孙子则亲热地搂着茅善玉叫“奶
奶”；另一边，樊锦诗的儿子———剧中那个“小
婴儿”正在与扮演彭金章的钱思剑说着话，台
上、台下的“两家人”此时亲密得宛如一家人。

根据真人真事创作
上海沪剧院的新作《敦煌女儿》是根据在

敦煌工作了 !#多年、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
长的著名学者樊锦诗的真人真事创作的，截
取了樊锦诗从大学毕业初到敦煌的第一天起
的 !#多年中的若干个片断，在舞台上多侧面
地“还原”了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学者的
樊锦诗。樊锦诗看完彩排后表示“挺感动的”，
并且赞这一版改得“有深度”，而且表现了敦
煌人，而不是樊锦诗个人。戏的尾声部分，从
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开始的一代代敦
煌人一一走上舞台，樊锦诗对这个结尾十分

赞赏，她说自己不是从石
头里蹦出来的，“不是一个樊锦诗

在那儿蹦蹦跳跳，樊锦诗一个人怎么跳得
动。”“没老前辈们给我们垫底、打基础，我们
也待不下去。我之所以待下来，有各种原因，
没有老彭的支持，我可能坚持不了；没有前辈
们的榜样，我可能也会动摇。”

赞许同时不忘%纠错&

《敦煌女儿》曾数易其稿，而昨天的版本
更完全是重新创作的一稿，可见这一题材的
创作难度。对此樊锦诗也深表同感：“敦煌怎
么演戏啊，我们天天趴在桌子上，要么进洞，
要么在图书馆里，怎么演啊？”不过昨天的彩
排还是让樊锦诗颇为满意，她说与前一版相
比较，“剧的深度有了，唱得挺动听。”同时，樊
锦诗也细心地为作品“纠错”，戏里提到的“小
石屋”应该是小土屋，“洞是石洞，房子是土
屋，不是石屋。”不过戏里描述的恶劣的生活环
境倒是得到樊锦诗的确认：“确实外面刮大风，
里面刮小风，外面刮沙子，里面沙子把床都铺
满了。”另外，戏中有一场冲突颇为激烈的戏，
也被挑“错”，“小孩是我抱走的。”而在戏里则
是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到敦煌探亲时发现樊

锦诗难以兼顾工作与孩子主动提出带孩子走。
不过对戏中这样处理樊锦诗也表示理解，她还
告诉大家，一直到现在敦煌人还是请不到保
姆，“学者可以请来，保姆请不来，待不住。”

多方借鉴其他剧种
作为一部讲述敦煌学者故事的戏，与敦

煌研究专业相关的戏份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戏中不少台词、唱词都有一定的专业性，对此
樊锦诗觉得专业性的内容比较枯燥，但“一唱
好像还是能打动人的。”不过要把专业性的唱
词唱到打动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茅善
玉告诉记者，这个戏里樊锦诗的唱腔都是她
自己设计的，因为自己最明白每一段需要什
么样的情绪，唱腔中还借鉴了京剧、越剧等元
素来丰富沪剧的音乐形象。而在念白方面更
是有所突破，在学习话剧的同时，第六场的大
段念白借鉴了京剧的韵白，身段上也同样借
鉴了一些京剧的程式化表演样式。茅善玉表
示，这是因为这部戏里的台词与沪剧常见的
生活化台词不同，涉及很多专业内容以及关
于莫高窟未来的思考等，“台词很有分量”，因
而运用一些新的手段，舞台上人物会更有戏
剧张力，更显得大气。 本报记者 王剑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