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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泰国两国互免签证生效，年轻人赴泰旅游再次成为热潮，温暖
的气候、美味的食物、热情的民众，吸引了很多中国游客赴泰旅行。最近，国内
一些综艺节目也紧跟风潮，将目的地设置在了正值旅游旺季的泰国，例如刚刚
在优酷开播的《怦然心动20岁》第四季，便首次“出海”以泰国为旅行地点，将恋
爱综艺与文旅内容相结合，带领观众感受异域风土人情的同时，也向海外展示
了中国青年朝气蓬勃的形象。

《怦然心动20岁》第四季以“青春群像”为差异化切口，集合了不同专业、不
同性格、不同成长环境的年轻人。与往季在国内拍摄形式不同，第四季节目首
次“出海”前往泰国曼谷等地，几位年轻人伴着热带微风探访异国他乡的历史
古迹，感受来自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在别样的旅行中与同伴相识相知。

节目既是一档恋爱综艺，又像是一部适配年轻人的“赴泰旅行图鉴”。跟
随着年轻男孩女孩的视角，既能看到泰国名胜古迹、民俗艺术的历史沉淀，也
能感受大街小巷、车水马龙、美食美味的烟火气。节目播出后，不少观众表示

“当即就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泰国旅行”。
据了解，《怦然心动20岁》第四季在泰国取景超100处，不仅包含曼谷、远

洋海岛等地异国他乡的声光气息、人间烟火，亦有名胜古迹、小巷街道等泰国
独属的文化积淀和风土人情。首期节目中，他们穿梭曼谷街头，暹罗地铁站、
盛夏微风、湄南河落日……颇有种浪漫的泰剧既视感。在后续的节目中，少年
们还将在陌生的城市与当地的同龄人共同参加独具异国特色的主题舞会等活
动，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成长环境的年轻人的思想碰撞、文化交流，释放当代青
年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

实际上，过去也有其他类型的国内综艺到海外录制，“综艺出海录制”不失
为一个明智之举。以《怦然心动20岁》为例，一方面，节目与文旅内容相结合，
拓宽了恋爱综艺的品类壁垒，以真人秀的形态沉浸式深度挖掘海外风土人情
和人文魅力的同时，目标观众的圈层也在不断拓展。另一方面，节目汇聚了来
自五湖四海、性格不同、专业各异、成长环境各不相同的年轻人，他们中既有金
融学霸也有酷爱二次元的运动健将，但同样的青春洋溢、积极向上，同样心怀
梦想、憧憬未来，也同样有成长的困惑和懵懂的思考，可以说节目以几位年轻
人为蓝本，勾勒出千禧一代的专属画像，也向海外展示着中国当代青年的崭新
面貌。

除了海外录制外，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购买了国内综艺版权在海外播出，
综艺节目出海进程稳步推进。综艺出海，已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不可忽视
的力量，未来，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高品质原创综艺诞生，用影视艺术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来源：新华网

综艺出海：
领略异国文化风情，
展现中国青年形象

日前，由上海音乐学院出品、以“中央文库”历史为蓝本的红色题材音乐剧
《忠诚》在上音歌剧院上演，向年轻一代鲜活讲述守护“一号机密”档案的前辈们
的英雄往事。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说：“当年为新中国诞生而献出热血乃
至生命的，就是那么一群有活力、有血性，坚定理想信念的年轻人。如今排演

《忠诚》，希望学子能从心底里致敬英雄、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传承红色基因。”
音乐剧《忠诚》讲述的是以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陈来生等为人物原型的

我党地下工作者，在上世纪接力守护“中央文库”、完成光荣使命的故事，也是首
次以音乐剧形式展现这段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的传奇篇章。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保存着中共中央从
1922年至1935年的2万余件历史文献，记录了建党初期到1935年党中央的重
要活动，堪称党的“一号档案”。从1927年中共中央秘书处建立到1949年上海
解放，在长达20余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号机密”就秘
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20多年中，
10余位地下党员呕心沥血、舍生忘死，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解放后，
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都完好无损地入藏中央档案馆，它们被誉为“比黄金还要
珍贵的国宝”。

盛大的群舞场面与多媒体画面结合，把观众带入上世纪30年代的动荡岁
月。当谢幕音乐响起时，一幅幅“中央文库档案”守护者原型黑白照片呈现在舞
台正中央大屏幕上，向英雄们致敬。“这一红色题材此前从未以音乐剧形式表
现，我们在创作《忠诚》时，也注重让整体音乐更具当代风格，融合摇滚、说唱、爵
士等元素，让旋律易于流传。”《忠诚》作曲兼音乐总监、上音音乐戏剧系主任安
栋介绍，作为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忠诚》还融入江南音乐、上海沪剧小调、部分
沪语台词等，让作品充分体现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特色。

“作为上音音乐戏剧系的毕业大戏，《忠诚》的排演已跨越了三届毕业班，
同学们在舞台实践中获得了宝贵经验。”安栋说。本轮演出纳入上音学科建
设展演季暨上音歌剧院春季演出季，方书剑、胡超政、马良、夏振凯、袁野等实
力派音乐剧演员倾情加盟，于申城舞台再现上海这座光荣之城弥足珍贵的红
色记忆。

歌、舞、演相融合，无论是复排还是初次进组、无论是成名演员还是新人同
学，大家的心是火热的。剧中黄包车夫向晓辉的扮演者之一，青年音乐剧演员
方书剑深有感触。“向晓辉和他的父亲这样的小人物，无论遭受多少身心磨难都
义无反顾地为党、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全部。”为了尽可能还原凡人英雄，方书
剑努力去感受作为黄包车夫的生活状态，“作为年轻一辈音乐学子，我们要不忘
初心、用心演绎，让更多人通过音乐剧了解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时代在发展，档案事业也在传承中发展。档案工作者一直在传承革命先
辈的崇高精神，赓续“中央文库”红色血脉。最新一轮演出期间，上海市档案
馆也会在上音歌剧院展陈相关档案文献、影像资料，让英雄故事在光荣之城
继续激荡。

来源：新民晚报

上音出品音乐剧《忠诚》
上演 守护“一号机密”

除了挖掘已有剧目，昆曲还能演什么？这是自《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
种”后，当代昆曲人反复探索的命题。相比其他戏曲剧种，背负六百年的传统、文
学大家的华彩名篇，以及魏良甫改良后的昆腔雅韵，昆曲的创新之路最规整却也
最艰难。适逢金庸百年诞辰，进念二十面体在香港上演的《戏曲金庸·笑傲江湖》
则另辟蹊径：如果敷演整出大戏的效果尚难把控，不妨由折子开始，小心叩问古
老剧种演绎新派武侠的可能。

作品以《笑傲江湖》为蓝本，排演多出京昆折子戏。每组节目择两部折子，辅
以一段以南音（粤曲）承上启下的酒客说书，集结京剧、昆曲、南音三大曲种以及
舞台装置艺术，寻求“武侠+戏曲+科技”的新表达。其中，昆曲名旦孔爱萍担纲
的《东方不败》，开演前公认难度最高、争议也最大，而走出剧场，笔者认为，此次
跨界合作碰撞而来的火花，的确在理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把握上，给出了有
益的启示。 来源：文汇报

图为《戏曲金庸·笑傲江湖》剧照（演出方供图）。

《戏曲金庸》：两个江湖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