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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遗失注销公告
上海尧业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3101132003454，证照编号：
13000003199804160061（62），经股东会议
决议即日起公司注销，特告。

上海优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信
用代码：913101093324834160，经合伙人决
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云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2900262566802，
声明作废。 广告

品味“松子一生”
找到生命温暖
本报讯 记者 冷梅“从没

见过像松子这样一点不安、迷惘
都没有的，只是盲目地活着。”豆
瓣高分小说、日本电影TOP10《被
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以对当代
女性的心灵诠释打动无数人，对
它的讨论和解读一直延续至
今。如今，这个经典故事即将登
上戏剧舞台。2020年10月23日
至25日，由张静初领衔主演的明
星舞台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
生》首站上海，即将在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拉开巡演序幕。

舞台剧一改小说昏暗、压抑
的色调，用颜色的巨大反差将松
子的内心情感极致表达，以绚丽
的舞台色彩展现松子令人叹息
又无比绚烂的一生。为了呈现
水面之下松子不易被了解的那
个世界，编剧唐夏娃适当地缩减
篇幅，恰到好处地保留了对松子
生命方向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关系和事件，通过真凶被抓、松
子一生的真相被揭开、松子身边
最重要的人为此得到救赎三段
线索拉动剧情。

导演赵淼则在编排时有意
添加了大量的舞蹈与肢体动作，
来表现松子天真烂漫的异想世
界，以此调和观众观感与演员情
感上的共鸣。除了大量舞蹈动
作，观众还会看到类似现代舞或
默剧的表演来表现人物内在心
理，让更多的人走进松子的内心。

主演张静初坦言，从视觉、
节奏、舞蹈，舞台剧丰富的元素
足以给人带来“一种诗意的陶
醉”，并且在情感的交代上呈现
了更多的原因来让人们理解松
子的遭遇。观众能看到松子的
做事方法、对爱的态度，正因此，
舞台剧更加接近原著，这个版本
的松子也更打动人。

昨晚的上音歌剧院内，1200
个观众席，因为疫情防控要求，
只开放了75%，但气氛丝毫不弱
于以往的满座。有观众跟着默
默朗诵，也有观众跟着无声哼
唱，用当下语境来说，《长征组
歌》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经典
IP。

确实，作为中国音乐史上的
一部重量级红色经典，已经“55
周岁”的《长征组歌》，感染过一
代又一代的国人。长征精神，成
为这部大型声乐套曲感染人的
内核。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廖昌
永曾说，用音乐来讲故事，用音
乐来讲红色传承，是上音的优势
和特色。廖昌永发现，同学们非
常愿意听故事，“我们复排时，其
实第一个定位就是当代的年轻
人向那一代年轻人致敬，是那一
代年轻人拿生命、用鲜血、对革
命信念的坚持，换来了我们如今
的幸福生活。”

这样复排的版本，也因此能
够像几十年前的经典版本首演
时一样，直击人心。在首演前

夕，有市民在网络上发长长的留
言，表达了对《长征组歌》首演的
向往：“‘你太爷爷是长征的时候
失踪的，他是烈士。’小时候缠着
爷爷给我讲故事的时候，老人摇
着扇子眯着眼睛，所有的故事都
有这个熟悉的开头……而他结
尾时的叹息，我现在或许听懂
了，‘我真想去看看他啊。’”

首演不负众望。“太震撼
了！”观众吴小姐说，“我就是冲
着《长征组歌》来的，结果没想
到，舞台效果会这么棒，有一种
看电影的感觉，更重要的是，真
的会被先辈们的革命乐观主义
所感染，觉得现实中的一点点小
挫折算什么。这也算是我们自
己应该继承的新时代长征精神
吧！”

据悉，15-17日连续三场的
“首演系列”，廖昌永领衔的“群
星版”将在最后一天压轴登场。
长征精神的传承，和上音薪火相
传的传统，将在这三天的上音歌
剧院，完成一次跨越几个时代的
握手。

新时代版《长征组歌》震撼首演

当代青年向长征青年致敬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今年是经典作品《长征

组歌》首演55周年，上海音乐学院以师生结合的方式复排并创新打造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昨晚在上音
歌剧院隆重首演。15-17日，上音院长廖昌永领衔的“群星版”和优秀青年师生参与的“青春版”，将先后登
台，献上3场“首演系列”回馈社会。记者获悉，首演过后，这部作品还将在全市走进高校、机关巡演，并将于
明年重走长征路，献礼建党百年。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复排这样一部重磅作品，除
了回馈社会、提供高水准文化食
粮，上音更期待的，是能让青年
师生们在传承中感受历史的力
量，在新时代也拥有热血青春。
上音方面表示，在复排过程中，
还在剧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以
多元方式开展“行走的思政课
堂”“艺术实践思政”，使全体参
演师生、全院广大师生接受了一
次伟大长征精神的心灵洗礼、一
次鲜活生动的“四史”教育。

在此前的探班中，数十家媒
体也见证了上音的做法。在所
有参演师生的手机里，都存有一
个“中国工农红军转移路线文字
脚本”的表格，这些就是剧组的
创新——对太年轻的孩子们来
说，只在书本里学过的“常识”，
远没有细细剖开的一个个鲜活
长征故事更能打动人。声歌系
主任方琼一直在指导学生们怎
么才能唱得更加情深意切：“我
们希望，在学习排练过程中，所
有演职人员也都要发扬长征精
神，将艰苦卓绝，对胜利充满信

心的必胜信念，始终植入当下。”
上音声乐歌剧系学生蔡程

昱领唱《过雪山草地》一段。在
他看来，这部55年前创排的作品
在当下仍有强大的时代魅力。

“我觉得，红军精神对我们年轻
人来说不可忘记，最关键的应该
还是理想信念。”

这些努力，皆有成效。上音
音乐学系系主任王丹丹在观看
了演出后感慨地告诉记者：“声
乐套曲《长征组歌》是一曲激情
澎湃的英雄颂歌，交响乐队融合
民族器乐，诗词朗诵媲美歌曲合
唱，美声咏叹联袂民声吟哦，动
生影像叠置流态音声，新版本的
跨界融汇着实引人入胜！对于
上音的青年学习们来说，还有比
这亲身演绎、深入探索的形式更
好的‘四史’教育吗？”

上音方面透露，首演过后，
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就将开始
在全市范围内的巡演，明年的

“重走长征路”也已经在紧锣密
鼓地接洽中，让新时代青年人传
承的“长征精神”继续“播种”。

《长征组歌》首演引共鸣 在传承中感受历史的力量

整场演出或气势恢宏，或千钧一
发，或描绘如诗如画的风景，或歌颂可
歌可泣的精神，把长征精神描摹得淋
漓尽致。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