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当 !"后演员们，解下脖子里的象征着红
色血脉代代相传的红丝巾，将它们抛向天空，
他们身后“永不消逝的电波”七个大字熠熠生
辉。曾经，“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斗争在隐蔽战
线的英雄们对信仰的坚守；如今，漫天飞舞的
红丝巾是年轻舞者们继承发扬红色精神的承
诺。昨天下午，上海歌舞团精心打造的全新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式开排。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根据包括李白烈
士在内的情报通讯战线上的英雄们的真实故
事为原型创编而成。在此前的案头工作中，编
剧罗怀臻不但重新回温了那部中国家喻户晓
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更观看了《潜伏》
《借枪》《风筝》等大量收视率极高的谍战作品。

“在英雄们的故事中，我们追随他们信仰
的脚步；在热门谍战作品中，我们借鉴当代观
众的审美。”罗怀臻承认，舞剧并不擅长演绎太
过复杂的故事。“既然有决心要用舞剧挑战谍
战题材，我们就不会回避这种复杂性。”导演周
莉亚也表示，在舞剧中除了必要的情节线索交
待外，还会着重于紧张压抑的氛围营造，“比
如，有时候看似是一个人在平静地喝水，然而
那种滞闷的空气却能让人窒息；而激烈的打
斗，反倒让人有种宣泄的舒畅。”

和上海歌舞团以往作品的风格不同，《永不
消逝的电波》将在传统中国舞中融入更多现代
舞元素，以展现人物内心活动，随着环境变化，
那种心绪的细微波动会通过舞蹈实时传递。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上海解放前那
一场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为故事主线，剧中无处
不透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城市风貌。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剧中交汇，舞台上，
观众可以听见栀子花、茉莉花的叫卖声，可以
看到百货公司、洋装旗袍店带出的国际范儿的
街市风景，也能看到穿梭在摩登都市中那些看
似寻常的人们心中不灭的红色精神。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这是一座有着红色

基因的城市，今天我们再将‘永不消逝的电波’
搬上舞剧舞台，既是为谍战英雄们唱一曲赞
歌，也让新一代年轻人重温那段战斗岁月，读
懂英雄们对党的忠贞、对信仰的坚守。”上海歌
舞团陈飞华如是说。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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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在年轻舞者中延续
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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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有个叫艾萨克·斯特恩的小提琴
家，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叩开”了中国古典
乐界的大门，也在无数琴童心中埋下了古典音
乐的种子。这次意义非凡的中国之行被美国音
乐家传记片、艺术纪录片导演艾伦·米勒拍摄
成新闻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并拿下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近 %&年时光流转，以艾萨克·斯特恩命名

的上海国际小提琴比赛于 '&#(年创立，而今
年，第二届比赛的评委席里既有当年跟随父亲
同来的大卫·斯特恩，也有当年被影片镜头捕
捉到的小小琴童，现已是赫赫有名的小提琴家
徐惟玲、上海四重奏创立者李伟纲。
艾萨克·斯特恩初访至今，中国走过了改

革开放日新月异的 %&年，上海乃至中国的古
典音乐则走过了蓬勃发展的 %&年。日前，大
卫·斯特恩接受采访时，畅谈了一个“老外”眼
中，改革开放 %&年来上海城市的变迁，以及古
典音乐如何随着城市的开放和发展渐渐融入
人们的生活，流淌到每个普通人的心田。

#!$!年初次造访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就

曾站在上海音乐学院一排琴房前，无限感慨地
说：“在这里，我看见每扇窗口前都站着一个音
乐天才。”预言成真，不仅当年这些窗户后走出
了王健、徐惟玲、李伟纲；%&年后的今天，每年
都有许多音乐人才拿着高额奖学金踏进全球
知名乐府的大门，迈向世界级的舞台。
自 #!!!年二度来中国后，几乎每年大卫·

斯特恩都会造访中国并在上海逗留。“现在的
上海和我们 #!$!年来时截然不同。当时城市
的街道被自行车‘淹没’，走在街上的人大都穿
着白衣黑裤。而现在，马路上都是名牌小汽车，
街道比原先宽敞却依然布满车辆。”
摩登大楼拔地而起，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高

度，而政府对文化投入的增加，则刷新着人才
成长的速度。大卫·斯特恩感慨：“#!$!年初次
来到上海，孩子们看到国外来的小提琴家，眼
神中满是对音乐渴求的迫切。而现在，茱莉亚
大学在深圳开了分校，中国作曲家优秀的戏剧
和交响乐作品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被演奏。”
“我很幸运能够成为改变的见证者。”斯特

恩说，对于未来，他希望上海这座城市能保持
它的强大能量，让古典音乐持续融入生活，“当
热爱古典乐的人超过热爱买买买的人，我们就
成功了。” 本报记者 朱渊

见证时代变迁
斯特恩家族两代人的上海情缘

! ! ! !昨天上午 #& 点，上
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
提琴比赛半决赛开始前，
评委会联合主席徐惟聆
和大卫·斯特恩分别用中
英文宣读了比赛评审增
补公告，“评审委员会成
员奥古斯丁·杜梅因不慎
滑倒受伤，根据医生诊断
意见，暂无法出席比赛后
续评审工作。”并宣布了
由评审委员会主席团提
议，邀请上海交响乐团乐
队首席纪尧姆·莫尔科临
时担任半决赛评审委员
会成员。

#$日晚，本届比赛
评审委员、著名小提琴演
奏家奥古斯丁·杜梅，不
慎滑倒受伤，被组委会工
作人员紧急送医诊治。经
过诊断，医生建议杜梅先
生必须暂停手头一切工
作，卧床静养。得知医生
的诊断意见，已是深夜，
比赛组织委员会及评审
委员会主席团马上启动
紧急预案商议应对措施。
为保证比赛的完整性和
评审的严谨性，大家一致同意临时增补
一位评委。
经过慎重讨论，评委会主席团提议、

比赛组委会确认，上海交响乐团乐队首
席、法国籍演奏家纪尧姆·莫尔科成了临
时担任半决赛评委会成员的最佳人选。
昨天一早，评委会联合主席徐惟聆、大
卫·斯特恩与接到邀请准时赶来的纪尧
姆单独召开评审准备会。上午 #&点，半
决赛如期开始。

至此，本届比赛的 #)位国际评委
中，已有 *位来自各大乐团的首席。另两
位分别是慕尼黑爱乐乐团首席斯雷滕·
克里斯蒂奇及前纽约爱乐乐团小提琴首
席格伦·迪克特罗。

组委会工作人员的迅速应急反应，
使得比赛不因发生意外而停顿。而对评
委杜梅无微不至的关心，让身在异乡的这
位小提琴大师感受到了“上海温度”，他对
不能全程参与比赛深感遗憾，表示仍将密
切关注比赛的进程。 本报记者 朱渊

! ! ! !日前，来自德国巴登符滕堡州
青年手风琴乐团与上海爱乐手风琴
乐团在上海青年会堂共同举行了一
场交流音乐会。
音乐会上半场爱乐手风琴乐团

以精湛的技艺演奏了《老朋友进行
曲》《茉莉花》《北京喜讯传边塞》等
曲目。下半场由德国青年手风琴手

尽情发挥，《在日内瓦湖》《第一小交
响曲》等显示出他们扎实的功底和
稳健的台风，整台演出显现出两国
文化的多种风情。最后，中德双方青
年合奏一曲脍炙人口的《拉德斯基
进行曲》（见左图），整个现场充满欢
快热烈气氛。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报道

和很多!老外"艺术家每每来到

上海# 都会感叹城市的更新速度不

同#大卫$斯特恩看重的则是这座城

市音乐人才的发掘% 音乐氛围的变

化和普通观众的成长&

聊天中# 他饶有兴味地谈起'

!在欧洲#并非所有音乐会或是演奏

会都能赢得观众的敬意& 事实上#欧

洲观众要比中国朋友们想象的直接

得多(((觉得过得去# 礼貌地起立

鼓掌) 觉得不中听# 嘘声也毫不客

气& 就我看来#最好的演出就应该是

掌声和嘘声对半# 那说明音乐真正

撞击到人们的心灵了# 争议带来思

考#才是最棒的演出& "

或许# 是中国观众过度解读了

聆听古典乐的剧场礼仪)也或许#古

典乐在中国的发展还没有到每个观

众都能自信判断其优劣的程度& 但

若说#上海观众不懂表达喜恶#不会

!嘘"那真是大大误解& 要知道#上海

曾有着最挑剔的观众# 在戏曲这样

的传统文化领域# 很多名角儿都是

在!嘘"中越来越出挑#最终成就为

一代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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