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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文创 50 条”

明确表示上海将打造“亚
洲演艺之都”， 相关演艺
空间的建设、剧目创作引
进、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
市场培养等都已列入了
上海未来建设的时间表。

必须正视的是，上海
在人均拥有剧场数量上
仍远不及纽约、 巴黎、伦
敦 。 上 海 常 住 人 口
2423.78 万， 剧场只有
152 个 。 纽约常住人口
853 万 ， 剧场多达 643

个 。 伦敦人口接近 979

万，剧场 241 个。常住人
口仅有 248 万的巴黎 ，

也有剧场 353 个。 上海
城市演艺的发展，不仅要
解决的是剧场数量的问
题， 还有功能、 质量、形
态、目标等一系列问题不
容忽视。

再看一组上海数据
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 ：

2017 年伦敦西区票房
总收入超过 6 亿英镑 ，

带动周边消费 3 亿英
镑。 同年，纽约百老汇票
务总收入达到了 13亿美
元，带动周边消费 5 亿美
元。 在文旅结合推动城市
经济发展方面，上海可以
向世界对标城市案例中
获取更多经验。

去年，德国汉堡市成
功地将一座新晋文化场
馆，经营成了一张城市旅
游名片。这座音乐厅就是
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 。

2018 年易北爱乐音乐
厅共接待观众 60 万人
次，参观者突破 400万人
次， 汉堡市长奥拉夫·舒
尔茨在易北爱乐音乐厅一周年庆生典
礼上说：“过去的一年，这个神奇的建筑
彻底改变了汉堡在全球的形象。因为易
北，汉堡成为了当今全球最热的旅游城
市，喜迎八方游客。 ”

一座音乐厅， 帮助一座城市在世
界舞台上打响了口碑，离不开城市文化
的顶层设计。 汉堡是一个海滨港口城
市， 易北爱乐音乐厅就建在码头仓库
上，远看像一艘巨轮，围绕这个音乐厅
布局了很多市政建设项目和文化场馆。

但易北爱乐就像画龙点睛的一笔，一下
子就凸显了整座城市的特点与风格。

不只是巨舰般体量的大剧场才有
影响城市文化的能力。 处于城市边缘
的巴黎爱乐音乐厅， 就把自己经营成
一个小而美的文化复合空间。 巴黎爱
乐音乐厅一年演出 500 多场，观众近
50 万人次，而音乐厅内设的乐器博物
馆一年的参观人数竟也达到 40 万之
众，接近剧场观演人次，出色的经营业
绩在令人刮目相看的同时， 也带来了
对现代剧院功能的新思考、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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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艺术家的传记片，和艺术地拍传记片如果没有片尾 20 分钟复制 “皇后”

乐队在“拯救生命”演唱会的现场，电影

《波西米亚狂想曲》的风评会打折。 电影

院变成卡拉 OK 厅， 老炮们看了一遍又

一遍，全场大合唱《我们是冠军》，边哭边

唱……见证电影有这样的盛举， 主要功

劳要归给“皇后”乐队，这是音乐的丰碑。

他看起来太正常，不太像艺术家

从弗莱迪·墨丘利留下的照片看，电

影的男主角拉米·马雷克和他差距挺远

的，他在表演层面的“好”，属于电影的创

造力，他用想象力赋予了一个角色骨血。

装了 4 颗龅牙的马雷克一直看起来怯怯

的，像只受惊的仓鼠。弗莱迪本人那张脸

欲望横流，有种媚视烟行的妖冶，乐迷把

他画成一只在聚光灯下光芒万丈的摇滚

猫，是有道理的。有资深乐迷撰写长篇八

卦， 用学术的精神探讨 《波西米亚狂想

曲》的剧情和现实细节的出入，一句话总

结就是， 这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专业

能力无可挑剔， 但要说 “弗莱迪灵魂附

体”，就牵强了。

真实和虚构之间一定存在拉锯，而

“真实”并不是电影需要恪守的美德。《波

西米亚狂想曲》在“伟大的音乐”和“争议

的电影”之间，牵扯出的问题是，“拍艺术

家的传记片”和“艺术地拍传记片”之间，

怎样握手言和。

《波西米亚狂想曲》的两个编剧，安

东尼·麦卡腾写过《至暗时刻》和《万物理

论》，皮特·摩根是《女王》《末代独裁》和

剧集《王冠》的作者。 这个组合的共同点

是擅长把传奇的主角安置到普通人的位

置， 以普通人的局限去面对不普通的境

遇，终于成就传奇。 这是“取观众最大公

约数” 的创作策略，“普通人性的不普通

生长”，是亲民的切题角度———看到权力

漩涡或专业巅峰的人一样受着尘世颠

簸，妥帖诱导观众“想象代入”的立场。

用这个策略来写 “艺术家的传记”，

其实很大程度地回避了艺术的代价和艺

术家的黑暗面。真实的弗莱迪放荡不羁，

他投奔了命运的深渊， 留下的音乐给了

普罗们远方的憧憬，正因为这样，他唱出

“妈妈，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却把它毁掉

了”，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波西米亚狂想

曲》创造出的一个“不挑战普通人三观”

的弗莱迪，和这样的歌词、这样的音乐也

就没太大关系。 把艺术家声色犬马的冒

险改编成私德有亏的“歧路”，让他背负

着忏悔“回归”，这是一套戏台教化的说

辞， 把一个摇滚乐手塑造成一路逆袭的

励志者，他看起来太正常了，难免不太像

艺术家。

有时候，艺术的撩拨力远
胜商业的精准算计

用虚构再现艺术家时， 落点是 “普

通人 ”， 还是取 “艺术 ” 这个关键词 ，

很多时候存在冲突， 因为 “艺术” 往往

意味着挑战感。

导演贾曼拍画家卡拉瓦乔的传记

片， 电影由两条平行的时间线拉开， 一

条是卡拉瓦乔在病床上垂死挣扎， 另一

条是他从少年时代起狂欢地活、 狂欢地

画， 把生命挥霍地投入情爱、 斗殴和创

作。 狂欢和垂死， 这是卡拉瓦乔画作的

灵魂， 对应着他的生命行歌。 这电影里

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 艺术是生活的反

面。 贾曼大胆激越地拍出了艺术和生活

的背道而驰， 卡拉瓦乔绝望于现实的不

艺术， 他不能妥协， 只能在艺术的不现

实中拥抱悲剧。 这个剧作思路和核心题

旨显然不符合好莱坞统治的主流商业电

影， 但在 1986 年， 它不仅获了柏林电

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 也是那年英

国票房最好的电影之一———有时候， 艺

术的撩拨力远胜过商业资本的精准算计。

2009 年法国凯撒奖最佳影片《花落花

开》也是一部关于“艺术及其代价”的传记

片。 德国收藏家威廉·伍德因为在一战后发

掘了毕加索和亨利·卢梭，名垂西方美术史，

而在那之前，他还在法国乡下发现了萨哈芬

妮，一个粗俗的洗衣女工，她死在疯人院里，

死后留名美术的万神殿。 《花落花开》的女主

角就是萨哈芬妮， 她看起来没有一点儿艺

术气质，几乎是有些愚昧的，但是当她从白

天洗刷刷的钟点工里脱身， 她在深夜里画

出拥有热切魂魄的树木、花草和果实，画画

让她的灵魂挣脱出巴掌大的小村小镇，通

往神性的世界。 法国外省的乡村生活没

什么波澜，《花落花开》拍得也淡，就连伍

德一次、两次地背弃萨哈芬妮，也像风吹

过树梢，不落痕迹。这电影的法文原名是

女主角的名字，中文片名的意译很妙，艺

术的诞生和艺术家的殒灭都如 “花落花

开”， 是自然荣枯的伤逝过程，“天赋”这

种东西，好像上天随意派发，又蛮不讲理

地收回，“天赋”的残酷在于，要么有，要

么零，没有过程，只有状态。 电影里的萨

哈芬妮说：“画画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

爱。 ” 这里说不清道不明的 “不同的方

式”，就是艺术那根细细的红线。

“艺术家的肖像” 存在于一个微妙

滑动的区间里，他们不可能太“正常”，但

也不是“不正常”的奇观。 在皮亚拉导演

的《梵高》里，梵高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

受着精神疾病困扰， 但他往返于圣雷米

和阿尔勒的乡间，吃饭，画画，爱，他谦卑

地活着，不是圣徒也不是妖魔。 朱丽叶·

比诺什主演《1915 的卡蜜儿》，离开罗丹

的卡蜜儿是个受尽摧残的女人， 在修道

院里陷入谵妄的状态，她是“阁楼上的疯

女人”，但“疯癫”和疾病都是被构建的概

念， 是日常的琐细把她卷入了内心的战

争。 迈克·李导演《透纳先生》，事无巨细

地交代画家的行动， 在一段一段的人物

关系里交代他的自卑、他的粗鲁、他的怪

癖和他的骄傲。在这些传记片里，流水账

式的编年史和狭义的 “戏剧” 都被抛弃

了，创作者让“生活”，而不是“故事”，掌

握着主动权，然后，传记的主人公迈着日

常的步伐进入了陌生地带。

艺术地拍传记片， 就是为了趋近这

片陌生地带———“皇后”的音乐，莫扎特

的歌剧，梵高和透纳的画，这些是尘世之

上的一片飞地， 艺术的灵韵在于奔涌的

生命感，而不是靠流水账的“忆往昔峥嵘

岁月”，来妄图得到一份心灵鸡汤和生活

哲理。

所以， 《波西米亚狂想曲》 里浪子回

头的故事很快会泯然于众多电影， 而弗

莱迪的歌穿越这个通俗故事继续传唱。

①德国汉堡市的易北爱乐音乐厅。

②黄浦江畔的 1862 时尚艺术中心。

③上海保利大剧院。

▌真实和虚构
之间一定存在拉
锯， 而“真实”并不
是电影需要恪守的
美德。 《波西米亚狂
想曲》在“伟大的音
乐” 和 “争议的电
影”之间，牵扯出的
问题是，“拍艺术家
的传记片”和“艺术
地拍传记片”之间，

怎样握手言和

▌今天， 仅仅作为单一演出功能的
剧场、 音乐厅等场所， 已不适应城市发
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了 。 专家主张 ：

“剧场成为城市的公共文化客厅”， 除了
艺术展演外， 也是艺术教育、 交流和展
示的地方

① ③

②

视觉设计：李洁

荨电影《卡拉瓦乔》剧照。

茛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剧照。

制图：李洁

上海城市演艺，能否跟上文化消费升级
文化消费正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具有巨大发展空间

据最新发布的 《2018 年上海文

化产业发展报告》 显示： 去年上海年

演出场次超过 3 万场 ， 观众人次逾

1600 万， 演出收入达 18 亿元。 文化

休闲娱乐服务潜力不断释放， 实现增

加值 61.49 亿元。

放眼全国， 文化娱乐场所、 产品

和服务正逐渐成为旅游消费市场的新

品类。 今年春节 “黄金周” 期间， 全

国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比例突破

了 34.8%， 创下了同期历史新高。

“这意味着消费内涵的升级。 ”上

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员张兆安

认为，文化旅游消费正在成为城市经济

增长的新亮点，“尤其是文娱演出带来

的这部分增量，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消费新变化、 文旅新业态带来机

遇与挑战并存。 上海目前常住人口规

模 2400 万， 2018 年共接待入境游客

逾 893 万人次， 接待国内旅游者 3.4

亿人次。 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消费潜

力， 还未得到充分的释放。 作为文化

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演艺 ， 今

天， 在积极引导精神消费之外还需回

应更多主体的需求。 “要把文化演出

市场的发展提高到同其他产业融合发

展的高度来思考。” 张兆安认为， 文

化消费不是单一的 、 而是丰富 、 多

样、 综合、 创新的。 演艺市场的内涵

越丰富， 专业性的平台机制越宽广，

文化消费市场的规模就越庞大， “要

用细致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将多种消

费需求合理地引导出来。”

19:15、19:30和20:00，

几点开始演出？ 不是一道
简单的选择题

对演出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 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林宏

鸣认为亟需一次习惯、 认识和观念上的

更新。就比如，很多人认为剧场和音乐厅

是一个提供演出的场所，就该“没有吃、

没有喝、没有坐着聊天休息的地方”。

事实上，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节

奏和文化背景下， 精细化和人性化的管

理，已经成为剧场一道无形的价值服务。

在嘉定汽车城上班的魏小姐经常会

到市中心看戏， 每逢工作日有演出， 临

近下班就变得紧张起来， 一张规划到分

钟的时间表开始 “滴答滴答” 作响： 从

公司步行到 11 号线上海汽车城站大约

十分钟， 坐一个小时的地铁， 再步行十

分钟方能抵达剧院。

“全程小腿迈得飞快，” 魏小姐称

这是一段气喘吁吁的 “瘦身之旅”， 去

文化广场看演出 ， 17： 45 就得从公司

出发， 如果是去上海大剧院， 还要提前

15 分钟…… “路上拐到便利店买个饭

团就充当晚饭了， 但看到中场就会饿。

为了看戏， 忍了！”

通勤距离远， 或者下班时间晚， 如

果剧场本身不提供餐饮服务， 周边餐饮

又比较匮乏， 很多上班族只能空着肚子

在剧场里坐三四个小时。 当前， 由于安

全和功能性质等问题， 剧场开设餐厅受

到严格限制， 所以上海大部分剧场内无

法提供快餐或简餐， 仅有的一些饮料、

点心柜台往往在中场休息时排起长队。

“饿着肚子看演出” 的问题， 究竟该如

何突破值得深思。

困扰观众的还有 “末班车问题 ”。

国内音乐会上观众不等返场与谢幕就匆

匆离场赶末班地铁的情况， 让不少外国

艺术家和演出主办方感到 “头疼”。 而

相比两小时左右的音乐会， 戏剧演出可

能用时最长。 像话剧 《宝岛一村》 全长

就接近四个小时， 时间更长的马拉松式

剧作也不乏少见。 看完演出， 或参加完

演后谈、 演员见面会， 末班车没了， 地

铁也停了， 路远的观众就会陷入 “提前

离场， 还是不离” 的尴尬困境。

记者查阅资料显示， 目前上海经文

化主管部门备案的剧场有 152 个， 夜间

场的普遍开场时间设置在 19:15、 19:30

和 20:00 三个时间点上 。 但林宏鸣认

为， 不同演出定位的剧场、 不同地理位

置的剧场在开场时间的设置上应充分体

现灵活性， 不要 “一刀切”。 比如， 东

方艺术中心三个演出厅的开场时间就是

不同的。 歌剧厅 19:15 开场， 是考虑到

歌剧 、 戏曲等演出时间较长 ； 音乐厅

19:30 分开场， 因为音乐会常规演出时

间只有两小时左右； 而演奏厅则安排在

19:45 开演， 相比交响音乐会， 室内乐

更加 “短小精炼”。

别小看这开演前后的数小时， 上承

观众的日常通勤和晚餐， 下接散场后的

社交和娱乐， 同时又关联着餐饮休闲、

城市公共交通等配套服务， 是城市管理

精细化程度的立体而完整的展现。

“纽约地铁 24 小时运营， 伦敦地

铁虽非全天运营， 但近年来已经有少量

线路开始实行 24 小时尝试， 这对城市

的 ‘夜色经济’ 大有好处。” 活跃在纽

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制作人李琮洲告

诉记者。 文化演出市场的蛋糕要做大，

既有演出市场自身需要拓展的问题， 也

对城市综合性配套设施、 服务支撑不断

提出了新的课题。

打开剧场的社交属性，

能否实现艺术与商业共赢

今天， 仅仅作为单一演出功能的剧

场、 音乐厅和演艺场所， 已经不适应城

市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了。 “我比较

主张剧场成为城市的公共文化客厅 。”

林宏鸣说， 除了传统艺术展演外， 也是

艺术教育、 艺术培训、 艺术交流、 艺术

展示的地方， 是一个白天也有足够内容

吸引市民和游客的空间。

不难发现， 纽约百老汇、 伦敦西区

等世界一流的演艺聚集区， 都不是单一

的剧场群， 而是覆盖了美术馆、 酒店、

餐馆 、 书店 、 咖啡店 、 酒吧等各色文

化、 商业和娱乐设施的综合体。

林宏鸣特别强调， 剧场的社交属性

将是城市演艺的发展方向。 “如果一个

剧场及剧场周边具有丰富的社交场景，

市民、 游客和观众肯定迫不及待地一下

班就赶过来 ， 也不会散场后就着急离

开。 尤其今天互联网以外的社交已经成

为一种稀缺的属性， 演艺空间塑造的现

场感， 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

但对于如何搭建社交型的消费场

景， 国内演出行业仍比较陌生。 举个例

子，音乐会及不少戏剧演出中场都有 15

至 20 分钟的休息时间，伦敦观众、纽约

观众把这段时间用来社交，喝酒，聊天，

而中国观众则用来排队上厕所。当然，这

当中存在着剧场公共卫生设施匮乏或设

置不合理等“短板”问题，但更暴露出搭

建相应消费场景的意识匮乏。

社交功能不仅是城市剧场发展的方

向， 也体现在文化产品本身。 最为人津

津乐道的莫过于从纽约移植到上海的沉

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自 2016 年 12 月

开演后，一直维持着高热度、高人气和高

口碑，甚至出现了不少打着“飞的”来看

戏的海内外观众， 剧场旁边的沉浸式主

题酒店也助推了这部爆款戏剧的火热。

《不眠之夜》后时隔不到两年，在伦敦大

受欢迎、根据著名童话《爱丽丝冒险奇遇

记》改编的同名沉浸式戏剧也在 2018 年

7 月登陆静安大宁小城， 中英团队联手

改造了大宁小城 4000 多平方米的空间，

和 《不眠之夜》 一样，《爱丽丝冒险奇遇

记》同样有“大 IP 属性”，同样有成熟的

周边项目与之配套。

如果说驻场演出市场对准的目标是

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 那么 “商场+剧

场” 的演艺与商业融合的运营模式则进

一步将本地商圈人流成功转化为剧院观

众。 毗邻陆家嘴的 1862 时尚艺术中心

是一座可容纳 800 人的中型剧场， 也是

黄浦江畔 “船厂 1862” 商业艺术综合

体的一部分， 自带餐饮、 娱乐、 休闲等

生活休闲功能。 学者认为， 中小剧场走

进商业综合体， 浸润商圈文化氛围， 不

仅拓展了城市文化空间， 同时也吸引商

圈部分人流转化为剧院观众， 实现艺术

与商业的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