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着眼建设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专业

化、现代化戏曲剧场的目标，宛平剧场将致

力于打造上海戏曲艺术发展的城市文化新

地标。它与上海大歌剧院两座为不同艺术样

式所打造的专属剧场次第落成，充分体现了

上海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演艺需求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努力成为“四个第一”
李万

十一届市委八次全会指出 ，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

规划的收官之年 ， 也是上海基本建成

国际经济 、 金融 、 贸易 、 航运中心 ，

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的最后一

年 ， 全面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关

键之年 。 全会指出要不断强化 “四大

功能”， 把强化 “四大功能” 与落实重

大战略任务紧密结合 。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考察时强调的 “四个第一 ” 为

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指明了方向。

成为 “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 ”，

要充分把握变革性科学的涌现态势 。

当前正处于工业革命以来第五次技

术—经济长波下行和第六次长波兴起

的交汇期 ， 处于 “用尽存量知识 ” 和

“发觉异常问题” 的阶段， 史诗级的突

破还在孕育之中 。 要以时不我待的干

劲做好策动和应对科学革命的物质技

术和精神文化准备。

成为 “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 ”，

要充分把握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方式 。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使能技术驶

入 “快车道”， 世界科技创新进入 “认

知革命 ” 的阶段———对生命过程的

“精微刻画与操作 ” 和对人类智能的

“逆向工程与强化 ”。 诸多领域呈现出

多源爆发、 交汇叠加的 “浪涌” 现象。

区块链、 VR/AR 等正在成为新的创新

范式的 “技术基底”。

成为 “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 ”，

要充分把握破坏性创新的爆发情势 。

新兴产业往往通过对现有经济系统的

解构和重塑而获得主导地位 。 创新产

品的主导设计 、 未来产业技术 “主航

道 ” 的建构 ， 是从 “破坏 ” 走向 “创

生” 的重要 “里程碑”。 为此， 要重视

基于科学研究的 “始创新”， 更要重视

“双边市场 ” 和技术生态链的 “源创

新”， 也要注重面向过程的 “流创新”。

成为 “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 ”，

要充分把握引领型发展的文化样式 。

源发性创新理念要成为引领世界的风

潮，就必须敢于开风气之先 ，塑造出令

世人向往和追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样

式。 进而，基于源发性创新理念形成的

创新规制 ， 成为促进世界发展的新框

架、新动能。

科技创新策源意味着 “策动未来、

科创之源”， 强调通过把握科创规律和

态势以实现战略目标。 “策”要发挥政府

的、市场的和共享的三种创新资源配置

方式的作用，注重通过创新生态孕育出

新的“创新物种”，进而实现“源”的涌现

和壮大。 “源”之所以成为“源”，核心在

于“流”成为“主流”，要注重“源”“流”之

间的关键互动 ， 体现出原创力的首创

性、突破性和带动性。

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实

现“从无到有 ”，上海需有 “敢啃最难啃

的骨头”的精神。 要保持高强度战略投

入。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正成

为决胜中长期的新“三驾马车”。 上海研

发投入相当于 GDP 比重要继续保持在

4%以上，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要面向 10%

的目标而努力 。 要实施引领性技术预

见、愿景型创新规划和战略性技术路线

图，明晰方向、科学布局。 要形成世界级

创新生态 。 完善区域应用技术创新体

系。 打造若干具有科技原创力、行业影

响力的新型研发机构，服务“隐形冠军”

的育成与新兴技术的熟化，为催生未来

产业提供“试验床”。 推进科技创新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吸引全球卓越

人才来沪实现创新梦想。

同时，要深化长三角融合创新。 长

三角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战略支撑

地 ， 要继续推进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

设， 发挥 G60 科创走廊的示范带动效

应，共建世界级科技创新城市群。 使上

海策源形成的新发现 、新发明 、新产业

和新理念能够在长三角放大、 倍增，确

立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新范式、技

术新标准、产业新体系、发展新框架。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曾说：但凡

人能想象到的事物，必定有人能将它实

现。 更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和产品不

过是想象力的实体化。 上海增强科技创

新策源功能，就要努力成为当代和未来

世界范围内最具“创想力”的城市。

（作者为上海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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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剧场迎来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上接第一版）

个体记忆与国家命运同
频，主旋律大片以强视听凝聚
奋斗心、爱国情

主旋律大片天然承载着传递主流价

值观的功能。即便如此，今年以来观众仍

然看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 即创作者们

主动创新表现手法， 将思想立意与商业

手法相结合， 以强视听来传递主流价值

观，得到了来自观众的正向反馈。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认为， 这将

有助于国产电影创作形成稳定发展的体

制机制， 使得主流价值观在合适的影像

系统中得到更加有效的表达。

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片 《我

和我的祖国》 为例。 王一川认为， 该片

七个篇章化用了爱情片、 喜剧片等多种

类型， 是将观念化入影像系统的成功尝

试。 同时他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

旭光不约而同地提到， 该片选取普通人

的视角， 以个体记忆浓缩共和国 70 年

征程， 从普通人的人生切面入手， 把作

为个体的 “我” 与新中国血肉相连、 荣

辱与共的关系进行具象化呈现， 最终凝

聚成 14 亿人爱国情怀在银幕上的激荡

澎湃。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有国庆档

影片《攀登者》。 影片首次将中国登山队

在 1960 年和 1975 年两次攀登珠峰的壮

举和珠峰攀登者们搬上银幕， 采用冒险

类加动作片的模式， 塑造了生动感人的

中国英雄群像。 影片上映之后，和“中国

女排”一样，“攀登者”成为全社会热词；

中华民族特有的攀登者精神，成为各行

各业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银幕影像与现实生活共
振，中小成本影片折射朴素向
上的日常价值理念

主流价值观可以很宏大， 也可以很

细微。 在 2019 年的银幕上，我们还看到

了一批中小成本的现实题材电影， 真正

扎根于现实生活， 在如日常生活般徐徐

展开的影像中， 润物细无声地讲述着朴

素向上的价值理念。

其中不能不提上半年上映的影片

《地久天长》。 影片以两个普通家庭的悲

欢离合为切入口， 用长达 30 年的跨度

折射时代变迁的轨迹。 导演王小帅说，

影片要处理的主题是 “岁月流逝， 生活

向前”。 当主人公最终选择用善意和宽

容来面对意外， 面对命运的急转直下，

观众也经受了一次中国民间克制隐忍、

平和平淡的价值洗礼。

电影《少年的你》则是另一个维度上

的尝试。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周文

萍认为， 影片将一个类似东野圭吾笔下

《白夜行》的犯罪故事转化为两个少年人

相互支撑、共同成长的启示录。而在这个

过程中，既有少年人自己对于明亮方向

的努力眺望 ， 也有学校老师和办案警

察在各自位置上发挥的正面引导作

用 ，最终推动主人公走出了人生的至

暗时刻 。 也正因为如此 ，影片有了青

春片最为珍贵的内核 。

传统文化和当代诉求对
接 ， 在全球化背景下凸显中
国电影的主体性

国产电影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的开掘、 提炼和表达， 同样丰富了主

流价值观在银幕上的表达样式， 也拓展

了主流价值观在银幕下的影响半径。

在这方面， 最具代表性的是分别在

年初和暑期档上映的两部动画电影 《白

蛇：缘起》和《哪吒之魔童降世》。 两部影

片都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与素材，

尝试开发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系列

IP。 陈旭光特别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

例，认为该片在创造性改写、转化中国古

代神魔传说之余， 表达了哪吒渴望得到

社会承认的“英雄成长”式主题，将传统

文化和当代诉求做了有效对接。

在丁亚平看来， 今年的一些国产影

片从当下和未来的意义上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并将其更加积极、 立体地纳

入电影叙事中， 不仅增加了国产电影的

差异性， 更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凸显了

中国电影的主体性， 确立了我们的主流

价值观在全球空间里的价值。

国产电影中，主流价值观的银幕表达更多样化

荩宛平剧场效果图。 （剧场供图）

浦江两岸两把“中国扇”，
开合间拓宽亚洲演艺之都奋进之路

宛平剧场改扩建工程主体结构封顶，预计2020年底建成，将与上海大歌剧院遥相呼应
浦江之东 “中国扇 ”造型的上海大

歌剧院上周刚刚开工，位于浦西徐汇滨

江的又一把 “中国之扇”———宛平剧场

昨天迎来主体结构封顶。 着眼建设全国

一流、世界知名的专业化 、现代化戏曲

剧场的目标 ， 宛平剧场将设立一个满

足大型戏曲剧目演出的 1000 座戏曲

专业剧场 、 一个 300 座的戏曲小剧场

和一个 300 平方米的多功能展演厅 ，

致力于打造上海戏曲艺术发展的城市

文化新地标。

这两座分别为歌剧与中国戏曲打

造的演艺空间，都是“十三五”期间重大

文化设施项目， 于浦江两岸遥相呼应。

上海大歌剧院与宛平剧场虽都以中国

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元素 “扇 ”为建筑设

计的灵感，却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造型与

气质，这正是开放创新包容的海派文化

迸发出的无穷创造力。 而以两座剧场为

代表，为不同艺术样式所打造的专属剧

场在上海次第落成，正是上海观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演艺需求的充分体现。

浦江两岸的两把“中国扇”，将于开合

间，拓宽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奋进之路。

这个对标一流的当代
剧场，姓“戏”

———拢戏魂聚人气 ，让

观众看到唱念做打舞的程式
之美

如果要用一句话归纳尚处于改扩

建之中的宛平剧场，那就是这座当代剧

场姓 “戏”———不管是从两年多前定稿

的“中国之扇”建筑主体设计，还是更为

收拢的观众席布局，乃至参考交响乐歌

剧厅， 摸索更适合戏曲的声场设计，无

一不是围绕演出中国戏曲这一核心理

念所展开。

眼下，这座建设之中的剧场还未穿

上亮眼的玻璃幕墙“外衣”，不过主体钢

结构已初现雏形。 记者沿着楼梯步入其

中实地探访，建筑中心区域便是大剧场

的所在。 身在其中可以明显感到，其观

众席所成的扇形弧度更为“聚拢”，距离

舞台也更近。 据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

谷好好介绍，这正是为戏曲观演体验而

设计的 。 剧场没有尽可能多地设置座

位，而是紧紧围绕戏曲专属剧场的功能

定位———拢戏魂 、聚人气 ，确保观众能

够更真切清楚地看到戏曲唱念做打舞

的程式之美。

剧场舞台结构上兼顾了传统戏曲

和新编戏的舞美制作要求 。 相比于歌

剧、音乐剧恢宏的舞美制作 ，戏曲的布

景道具体量较小，因而需要更加灵活的

设计。 而在后台，剧场还充分考虑到戏

曲服装、盔帽、化妆的特殊要求，对演职

人员的动线做进一步优化。 这使得戏曲

演员过去在剧场演出时挤在后台、侧台

伸展不开的问题得到缓解。

一些超前的理念也正被一一实践。

作为剧场项目的总建筑师，来自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徐风，此前曾参与

专为实验性戏曲打造的长江剧场改造。

团队于当时就在思考如何对标当代剧

场的国际化通用标准，为戏曲提供更优

质的演出空间。 比如说声场设计在音乐

厅、 歌剧厅建设中都是极其重要的，在

中国传统戏曲走向现代都市的百年历

程中，主要完成的是适应镜框式舞台的

演剧方式 ，在音质音响方面 ，其追求是

相对滞后的。 然而，声腔音乐恰是中国

戏曲的一大魅力所在。 网络上早有“发

烧友”就此展开讨论，但尚未得到实践。

在改扩建之初，宛平剧场就将声场设计

纳入考量，由专家进行反复论证。 以混

响时间为例，戏曲演出所需要的时间大

约在 1.2 秒左右。 由于没有“范本”可以

依据，这样的设计充满未知数。 此番其

被纳入戏曲专属剧场的建设考量范围，

已经体现出戏曲人向更高质量迈进的

意识与追求。

对比过去的戏楼戏台 ， 当代剧场

不仅是一个演出场所 ， 也应是一个文

化艺术展示教育的公共空间 。 所以宛

平剧场致力成为一个集展览展示 、 传

承体验 、 教育普及 、 文化交流等多项

功能于一体的戏曲演艺综合体 。 除了

大小不一的三个室内演出空间 ， 在二

楼三楼公共空间， 规划用音、 影、 美、

画等多种方式 ， 打造戏曲主题的艺术

装置和沉浸体验区域 ， 形成 “处处有

舞台 、 层层可观演 ” 的格局 。 尤其是

在四楼 ， 半透明折面玻璃将 “围 ” 出

一个 300 平方米的多功能演艺厅 。 未

来 ， 如若从剧场外的内环高架开车驶

过 ， 就能透过玻璃幕墙 ， 瞥见这个开

放空间上演的精彩演出。

如果说百余年前，中国传统戏曲正

是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之中，完成了

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改造 。 那么在百年

后， 对标世界一流当代剧场的标准，为

中国戏曲量身打造一方空间，无疑是在

助推戏曲的演剧方式与硬件水准朝向

国际化道路迈进。

为“戏码头”做足每年
300场的市场增量

———差异化运营 ， 满足

日益增长要求渐高的戏曲演
出需求

目前，上海市中心已有多处主打戏

曲演出的剧场剧院， 尤其是在演艺大世

界的核心区，就有天蟾逸夫舞台、长江剧

场、中国大戏院等多个演艺空间。和这些

动辄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剧场相比，

宛平剧场在过去 30 年的运营历程中，与

戏曲联结似乎并不算多， 加之地处城市

副中心，能否开辟一片新市场，成为新老

戏迷心中真正的戏曲演艺新品牌？

在改扩建消息发布时，不少人曾有

这样的忧虑 。 然而随着戏曲市场的兴

旺，越来越多事例正在印证上海这个百

年“戏码头”拓展演出增量的可能性。 就

拿这一年来说， 天蟾逸夫舞台的大修，

透出上海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戏曲“大

码头”专属戏曲演剧空间的稀缺。 尤其

是全国兄弟院团， 带着 “来上海唱红”

“闯码头”的决心，却总是为找不到适合

演出的剧场而焦虑。

与此同时， 随着戏剧观念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戏曲演出不满足于“一桌二

椅”的传统演剧空间，大量创新的布景、

道具甚至是高科技多重幕布打造的沉

浸式舞美效果，被广泛应用在新创作品

之中。 而这些新技术的使用，对于舞台

的深度、有无附台 、吊杆数量等都有着

越来越高的要求。 目前一些老牌剧场并

不具备这样的硬件条件。 这也使得一些

院团来沪演出 ， 不得不与歌剧 、 舞剧

“抢”综合性剧场的档期。 可以说，重新

打造的宛平剧场恰能满足日益增长、要

求渐高的戏曲演出需求，同时与既有的

戏曲剧场形成差异化运营。 谷好好这样

盘点，“逸夫舞台面向中型制作，长江剧

场专为实验小剧场创作，而宛平剧场则

满足大型戏曲演出的需求。 ”

据悉 ，在完成结构封顶后 ，宛平剧

场将在 “十三五 ”收官之年转向内部装

修和专业设备安装的“冲刺阶段”，并预

计在 2020 年底建成。 剧场还在建设，一

些兄弟院团就已经开始打听档期。 这让

宛平剧场的运营筹备预先启动 。 据了

解，剧场将以年为单位 ，打造戏曲演出

季，为“戏码头”做足每年 300 场的市场

增量。 这其中，不仅会有上海戏曲院团

经典、复排、新创剧目的展演 、驻演 ，更

为向全国各戏曲剧种以及海外戏曲团

体敞开怀抱。

“我们很有信心 ，这里将成为下一

个戏曲文化新地标！ ”谷好好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