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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时，在何建明的带领下，由程小莹、朱
大建、马尚龙、朱蕊、默音、李西闽、杨绣丽、徐
畅、路明、甫跃辉等 !"余位具有创作热情和
能力的上海中青年作家、资深媒体人，创作
撰写了 !#篇近 !"万字的短篇报告文学，结
集为《上海报告》出版。昨天的推介会上，从
中遴选出的《红角》《钢铁的新娘》《温暖》等
作品得到推介，为影视、戏剧改编提供丰富的
可能性。

为辉煌历史标注
据介绍，《上海报告》涉及上海发展的方

方面面，构成一幅上海改革开放的历程全景
图，自贸区建设、大飞机的成功研制等标志性
瞬间和片段都记录在内，为辉煌的历史形成
标注。
本次现实主义题材创投峰会结合改革开

放 $"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深入当下影视
剧、戏剧市场，致力发掘紧跟时代脉搏、呼应
社会变革的优秀作品。推荐的 %"部作品涵盖
“开发开放浦东”“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社
区管理”“创业开拓”等反映城市改革变迁的
题材。
“红角就是工人文化的一个代表。”上海

作家程小莹专注于纺织工人的故事挖掘，
“角”是上海人所说的“阁楼”，也就是棉纺厂
工人的文化活动场所，在 %#$#年以前，那里
也是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工人运动的地方，有
红色基因，称之为“红角”。程小莹想起 $"年
前的 %&月，自己就是在红角收看三中全会报
告，那年他 &&岁，穿着邋遢油腻的工作服和
一帮女工守着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女工们
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以后的十年、二十年，红
角、工厂都被抹去了，她们赖以生存的工厂和
机器都被她们亲自摧毁了。所以，程小莹觉得
这是一个故事，包含了普通人的记忆和激情，
以及他们对这个国家、城市的情绪。“文学要
把它重新呈现出来。”程小莹说。

为各种可能探索
钢铁业和纺织业一样，都曾经有过辉煌，

祖辈都是“钢铁人”的高彦杰带来的是《钢铁
的新娘》。有了钢铁中国就有了脊梁”，高彦杰
记得，宝钢刚刚动工时曾因各方怀疑与争议
陷入停顿，是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在长江口树
起了一座大型钢铁集团。在《钢铁的新娘》
中，高彦杰重点描述了宝钢的新一代建设
者，一位频频拒绝外界高薪诱惑的优秀知识
分子。
滕肖澜的《乘风》讲述了刚刚从大学毕业

的年轻人在机场大家庭里所发生的故事。一
个富人家公子，为追女孩子进入机场系统，随
着故事渐渐深入，主人公的身心发生变化，脱
胎换骨，变得成熟，更稳重、更持久，最后成为
优秀的民航人。故事的复杂性意味着改编成
影视剧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据悉，今年上海共举办创投峰会相关活

动 $次。其中，滕肖澜的《城中之城》、葛圣洁
的《犯罪画师》、杨艳的《明月度关山》进行了
文学版权的转让。&"%'年进行戏剧版权转让
的小说《西门坡》已改编成为新媒体艺术大展
《她说》，目前正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展出。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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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有《情满珠江》，北京有《渴望》，上海也要
拿出自己的大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报
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昨天下午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举
行的2018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现实主义题材
专场会上这样说。其实，何建明的作品中就有半数
以上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很多人不知道《战狼2》的
部分故事就来自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国家》。

自带涤卡制服演戏
本报记者专访演员杨立新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正忙于话
剧巡演的杨立新

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
的专访，他说能够参演《大江
大河》很荣幸。“记录、回顾

改革开放的文艺作品，工业题材还
真比较少，因为工业四十年的巨变比较

难描写，难表达，难呈现。虽然我的戏份，看
起来只是局限在一个金州化工厂，但是这个

化工厂是中国工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水书记"是一个缩影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走过很多崎岖的、艰难的道

路的，我们看《大江大河》，就能够看到中国改革开放
经历过的探索。”杨立新介绍说，水书记与宋运辉随着
剧情发展，将成为忘年之交、莫逆之交，“他们两个人
进一步的交往和接触，是从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开
始有自主经营权开始的。”金州化工要上一个新的项
目，新的项目又遇到了瓶颈，“现有技术几年之后可能
就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就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了。结
果他跟宋运辉两个人一起推翻了‘保险’的选项，选择
了一个更高精尖的去挑战，把整个引进的设备和技术
全都改变了。”杨立新几乎一口气说完了水书记的
主要戏份，他自豪地说，《大江大河》讲述的正是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批先行者们在变革
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虽然金州
化工厂是虚拟的，水书记也没有原型，但他们
正浓缩了那个时代工业改革的困难和突破。
那个时代，改革是有风险的，也是需要勇

气的。”

自家!涤卡"带到片场
虽然水书记与宋运辉后

来渐渐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关
系，但本周他一出场，

对厂长、对厂工
程师不容

置疑的“权威”还是叫人心下一惊。“我们拍
摄取景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当年是个十万人的大
厂，即便现在由于设备技术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也还有七
万人，管着这么一个大厂的领导，总得有一点‘威仪’。”

杨立新说很感谢剧组的用心，不仅搭建起一个几
乎完全复刻的办公楼，连服装化妆道具布景都很还
原，让他重温了那个时代。“拍摄时候，我看到竹皮子
的暖瓶，看到那么多辆自行车成排成排的，这都让人
很有亲切感，包括开会时候手里边捧着的玻璃内胆的
保温杯，还有搪瓷的茶缸子，都让人觉得一下子就进
入了角色。”不过他也告诉记者，剧中的蓝制服、呢子
大衣、裤子都是自己带去的，“我还从家里找了一套军
装，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国防绿的涤卡军装，都是上世
纪 '"年代的原件原物。”杨立新特别骄傲地说，剧组
服装一看他带去的四个兜的涤卡蓝制服就特别高兴，
“现在做出来的没那个感觉。”

抚今追昔酸甜苦辣
杨立新记得 %#'(年自己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时，每场演出仅有六角钱的夜宵费，后来涨到五元，再
后来五十、一百，直到今天。“我觉得主要的进步，在舞
台的控制和道具，比如那会儿没有黑丝绒布，老一辈就
用毛巾被拼起来，弄出一块七拼八接的黑色幕布，但用
毛巾吃光，造成很遥远的感觉……”抚今追昔，杨立新
在这所中国最负盛名的专业话剧院已经从艺 $"多年，
他的个人经历，其实也正反映了文艺发展的改革变迁。
他的作品《我爱我家》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情景喜
剧，在上世纪 #"年代火遍全国各地，演绎的也正是中
国改革开放浪潮中普通人生活的酸甜苦辣。
“《大江大河》也是一样，普通人的奋斗，普通人的生

活。”但杨立新说，不同的是《大江大河》是一个历史跨度
很长的一个戏，“其实时代变化越大，越应该出文学艺术
作品。有了这样的历史跨度，你能够有很多故事可讲，有
很多很有特点的人物出现在艺术作品当中。”采访最后，
他透露说，孔笙和黄伟导演已经开始筹备《大江大河》续
篇的拍摄了，“还会有宋运辉，也还会有水书记，因为水
书记对于宋运辉的人生是有指导意义的。”听得出，能够
参与这样一部记录和反映时代的作品的创作，杨立新内
心是欣喜并自豪的。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宋运辉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正
好也是我们金州化工厂从自主经营走向
市场的开始。”本周，随着《大江大河》的
发展，金州化工厂党委书记“水书记”带
着大厂领导的杀伐果断亮相了，水书记
的扮演者是观众熟悉的北京人
艺演员、导演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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