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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2019 年

进入收官倒计时，上海越剧院即将在年底

推出“迎新春演出季”，系列演出将持续至

明年 2 月 10 日，历时 42 天。 届时上海越

剧院下设三个团三代演员几乎全员出动，

足迹覆盖长三角四城九个剧场，上演《红

楼梦 》《梁山伯与祝英台 》《孔雀东南飞 》

《孟丽君》等一系列经典剧目，贡献近 30

场演出。 方亚芬、章瑞虹、单仰萍、郑国凤

等流派代表名家都将参与其中。其规模可

谓历年之最，难怪有戏迷感慨这是近些年

上海越剧院阵容最强、内容最丰富的一次

“迎新春演出季”。

看传统戏迎新春，几乎成为资深戏迷

的年俗，对于越剧迷也不例外。 “迎新春演

出季”是上海越剧院自 2017年正式推出的

系列演出，至今已步入第四个年头。由于集

结一批中生代越剧明星， 集中演出经典剧

目，因而赢得资深戏迷的青睐。 每每开票，

火爆非常。 四年间， 这一演出季的演期长

度、剧场覆盖、剧目设置、演出阵容等都在

逐年扩容。从最早只在农历新年期间演出，

到如今横跨公历新年， 延续至正月十五之

后，足见其市场需求之大。 而“迎新春演出

季”也成为上越固定的演出品牌。

此次跨年迎新演出，上海越剧院更进

一步，在一个多月，先后在上海、太仓、诸

暨、椒江这四个长三角城市接连上演。 剧

场方面，仅就上海，不仅有上海大剧院这

样的市中心殿堂级综合性剧院，也有美琪

大戏院、艺海剧院这样的老牌剧场，而新

建成的上海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也将列

入演出地。就剧目而言，作为“迎新春演出

季”的必备年货，尹袁版《红楼梦》、袁范版

《梁山伯与祝英台》 照例以明星版的阵容

上演。 与此同时，《王老虎抢亲》《孟丽君》

《追鱼》 等充满流派特色的喜剧也将增添

节日气氛。此外，《李娃传》《三看御妹》《双

珠凤》《碧玉簪》更是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团

圆戏。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越剧院还在迎新

春的火热档期，推出衍生的子品牌“锦瑟

年华———上海越剧院新生代系列展演

季”，为 95 后越剧演员提供展示舞台。 12

月 31 日晚， 这群新生代演员将带来越剧

男女合演全本大戏《花中君子》。 明年元旦

当天将日场连夜场， 分别上演折子戏专场

和上越“四大经典”之一的《西厢记》。 上海

越剧院院长梁弘钧希望能够借新春演出的

热度， 让青春靓丽的新生代越剧人获得磨

练并为观众所喜爱， 借此拓展出更长周期

的新演出品牌。

近年，上海越剧的品牌影响力逐步由

长三角向全国拓展。 本月 19 日至 21 日，

上海越剧院“看家戏”《红楼梦》在海南第

二届清水湾海上艺术节揭幕，标志着上越

2019 年全国巡演正式收官。 88 场国内巡

演覆盖全年，行程达上万公里，走过全国 20 多个城市。 一年

间，上越足迹北至内蒙古乌兰浩特，西至甘肃玉门，南至海南

陵水，共吸引近 10 万人次观看演出。 此番迎新春回归长三角

大本营“票仓”，上越在以商业演出巩固市场的同时，还将成立

文艺小分队走进社区，慰问官兵、老人及一线职工，回馈新老

观众。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五 编辑/杨翼然 9

?绝境铸剑》央视开播，看红军战士淬火成钢
《绝命后卫师》姊妹篇亮相荧屏，以鲜活人物展现古田会议精神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 今

年是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90 周年， 展现古田

会议精神内涵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绝境

铸剑》昨天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 电视

剧再现了一批平凡的革命战士在古田会议

精神号召下，淬炼成红色铁军的故事。 《绝境

铸剑》编剧钱林森说，在当代新的历史发展

下，更应铭记革命历史，勿忘革命先烈。 希望

荧屏中的革命史诗能够成为当代青少年革

命价值观养成的积极引导力。

一个建立之初“鱼龙混杂，成分复杂”的

独立营如何脱胎换骨成为“屡创奇功，听党

指挥”的革命英雄队伍？ 这个悬念构成了《绝

境铸剑》 的叙事焦点。 电视剧讲述了 1928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之

际，闽西地区一支由爱国青年组建的红色队

伍登上历史舞台。 由于队伍成员成分复杂，

极难管理， 本应有一番作为的新生革命力

量，却在战场上屡屡失利，甚至一度走到分

崩离析的边缘。 经过古田会议精神的洗礼，

这支队伍不但没有亡于绝境，反而在一次次

克服危难中不断成长。 面对虎狼环伺的危

局，他们突出重围屡建奇功；在艰苦卓绝的

战斗中，他们坚守信仰，不惜抛洒热血，誓死

捍卫红色根据地。 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红色铁军诞生了。

淬火成钢， 铸就军魂。 一把把在绝境

中靠信仰与思想铸就的 “利剑”， 不仅指的

是能打胜仗的红军队伍， 更指向一位位革

命战士。 革命队伍中不同成长背景的年轻

人， 如何克服自身局限， 成长为有担当有

谋略的共产主义战士？ 人物真实的成长弧

光与细腻的心路历程， 拉近了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作品与当代观众的心理距离。 剧中

两位主角———张桐饰演的李化成与彭冠英

饰演的陈天佑， 便是殊途同归的革命成长

范本。 李化成与陈天佑从小相识， 出身却

有天壤之别， 前者是长工的儿子， 后者则

是大地主家的少爷。 怀揣着 “耕者有其田”

的理想， 贫农出身的李化成早早走上了革

命道路， 正是他带领农民建立了闽西独立

营， 并且用古田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了整

训； 海外学成归来的大少爷陈天佑， 比祖

辈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认清历史方向的他

选择加入无产阶级队伍， 遣散仆人， 捐献

财产， 还改掉了身上的大少爷作风， 在李

化成的感染下成长为有信仰、 有魄力的优

秀共产党人。

《绝境铸剑》 是此前获得观众好评的

革命题材电视剧 《绝命后卫师》 的姊妹篇，

两部作品也被业界称为 “绝系列”。 《绝命后

卫师》讲述了 1934 年红军长征期间，红三十

四师作为红军后卫部队掩护红军主力部队

突围的壮烈故事。 去年，这部重大历史题材

作品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两大国内重量级

影视奖项的肯定。 《绝境铸剑》延续了《绝命

后卫师》的部分阵容———主演张桐与编剧钱

林森。 凭借对《绝命后卫师》中红三十四师师

长“陈树湘”的传神演绎，张桐获得了“飞天

奖”最佳男演员称号，他也是获得这一奖项

的首位 80 后演员。 编剧钱林森曾荣获曹禺

戏剧文学奖， 脍炙人口的 《大宋提刑官》系

列，便是他的编剧作品。

取材作者真实生活，

《吉屋出租》中文版登陆上海
本报讯 （记者吴钰）音乐剧《吉屋出租》中文版日前在上

海云峰剧院拉开帷幕。 这部 20 年前诞生的经典之作，至今仍

留存艺术的先锋气息。它因突破百老汇的大制作垄断而成名，

但是作者自身穷困潦倒，在作品走红之前离开人世。

《吉屋出租》由剧作家乔纳森·拉森用七年时间创作，结合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社会现实，移植改编普契尼著名歌剧《波

西米亚人》，展现波西米亚精神、多元摇滚的曲风、兼容并包的

视角，在首演之后，就引领了一股现实题材音乐剧风潮，诠释

着超越时间与地域的爱和力量，激发无数观众共鸣。

该剧讲述七位年轻艺术家在纽约曼哈顿东村关于梦想、

病痛、生存、友情和爱情的故事：勇敢追寻真爱的舞者咪咪、渴

望在死前留下伟大一曲的罗杰、积极阳光的小天使安吉尔、温

暖的纪录片导演马克……贫穷不得志，与疾病抗争，理想与现

实的落差，所爱之人离世的恐惧，他们用自己一年的时光告诉

世人，生命因为活着而精彩，生活因为爱而充满希望。

《吉屋出租》1996 年首演后，揽获包括最佳音乐剧奖在内

的托尼奖四项大奖， 还斩获了普利策戏剧奖和纽约剧评人奖

六项大奖。 它用简洁而颇具设计感的舞美和现实主义关怀重

塑了流行音乐剧，并在百老汇于全球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巡演

中，不断起用新人演员，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还影响了《汉密

尔顿》《Q 大道》等音乐剧的创作。

然而，剧作家本人在首演前夕去世，没能看到这些荣光。

在创作《吉屋出租》的七年间，拉森的生活穷困潦倒，和艺术家

朋友们生活在纽约东村狭小的公寓里， 所有精力都花在这部

音乐剧上。剧中不少场景，都取材于他和艺术家朋友们的真实

生活状态，也因此格外打动人心。

中文版《吉屋出租》在还原原版剧情的基础上，也加入了

二度创作。 “中国能够看到的《吉屋出租》版本不多，大多数观

众了解它可能是通过电影。 ”音乐剧演员郑艺彬表示，电影版

《吉屋出租》是在该剧首演将近 10 年后，由首演时的几位主角

再度诠释，有一定年龄感。 而中文版演出起用年轻演员，凸显

角色的不同个性。 “我们在舞台上，都呈现了最真诚的表达。 ”

据制作方透露， 此次音乐剧的编舞和舞台设计都进行了

升级。曾在去年原版《吉屋出租》中国巡演中，担任舞蹈队长的

肖恩·瑞安出任中文版编舞，为每首歌曲编排了更具叙述性的

舞蹈。 为贴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导演在调度、表达方式等方面

也进行了多处编排改动，以消除观众对上世纪 90 年代纽约作

为故事背景的隔阂感。

文化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有颜值更要有价值，
新书店瞄准垂直市场和体验经济

2019年上海新开实体书店超20家

临近岁末， 上海开出多家各具特色的实

体书店———思南书局·诗歌店明天正式揭开

面纱，近 2000种中外诗集将令文学爱好者大

呼过瘾；伴随着浦东华润时代广场重装亮相，

该商圈的西西弗书店首家定制店开业， 营造

“沉浸式观剧”互动体验；前不久华东师范大

学闵行校区新添 24 小时阅读研创空间“知先

堂”“召文斋”，为高校学子点一盏暖灯……加

上年内开张的上海新华书店文旅类首家门店

南村映雪、“最高书店”朵云书院旗舰店、中信

书店仲盛店和浦东机场店、 上海三联书店新

天地广场店等，据粗略统计，今年沪上新开超

过 20家实体书店，其中一批深耕阅读细分化市

场的新型“小而美”书店正崛起。

相较 2018 年的加速扩张，2019 年沪上

新店开张的步伐相对稳健，虽然传来一些书

店关闭的消息， 但在多股力量的交互驱动

下，购物中心、商业地产、高校、社区、景区都

在积极引入书店业态，实体书店升级发展面

临做大做强的新窗口期。 新零售风口下，“书

店+”还能挖掘出哪些可能？书店品牌的突围

之路怎么走？ 这些都需要在新消费新技术背

景下对实体书店进行价值重塑与模式重构。

真正的“暖冬”是否来临或有待观察，但更多

书店人都在思索：“引流”之后的新挑战———

如何适应用户对知识服务和文化体验的细

分需求， 让书店密切融入日常消费场景，增

强读者的沉浸感和归属感。

“小众”也有大市场
个性就是需求 ， 垂直经

营精准吸引特定读者群

有国内实体书店零售统计表明，近年来

大型综合性书店的核心地位依然稳固，但各

具特色的中小微书店的崛起相对更加明显，

这与功能性消费让位于体验式消费的新趋

势不无关联，与此同时，一些“小而美”的精

致书店深耕垂直领域， 精准吸引特定读者

群， 场景和功能紧密相结合营造专属空间，

以富于人情味的生活美学体验黏住读者，从

而激活当地的文艺版图。

昨天记者提前探店思南书局·诗歌店 。

在皋兰路这条窄小而充满人间烟火味的路

上，诗歌书店隆起的天穹自带神秘而独特的

气质，“盛满”中外诗集、诗人传记、绘本的环

状书架，仿佛在拥抱着人们。 书店由优秀历

史建筑改建而成，面积约 560 平方米，不算

很大， 但精挑细选的诗歌种类囊括了 11 国

诗人———鲍勃·迪伦诗歌集与唐诗宋词比

邻，新上架的《白银时代诗歌金库》和石川啄

木诗集，各显俄语、日语诗歌风情；豆瓣推荐

区域和伦敦书评书店精选专区体现了广博

兼收的选书视野。

“诗歌体裁看似小众，但深挖下去就有

大市场。 ”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冯洁介绍，这是继思南书局、朵云

书院广富林店和朵云书院旗舰店后，世纪朵

云旗下第四家新型实体书店、第一家垂直领

域主题书店。 书店开幕季的主题“明亮的刻

度盘”， 选自俄罗斯白银时代伟大诗人曼德

尔施塔姆的诗句———“不是月亮， 而是明亮

的刻度盘把我照耀……”未来一个月，多场

诗歌诵读、新书首发、圆桌对话等活动将迎

来爱诗人的聚会。

诗歌书店凸显诗意魅力，新开的西西弗

首家定制店则主打“戏剧”氛围。 徜徉店内，

“时光”“剧院” 等关键词元素嵌入书店多个

角落，维罗那露天剧场、百老汇剧院、奥林匹

克剧场等全球多家剧院建筑图及简介一目

了然；半开放式橱窗区，以“舞台回答现实”

为主题，精选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作为主题

内容并加以艺术呈现。

“连锁店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需匹配所

在的社区环境、场域气质等。 ”西西弗文化传

播公司副总裁曹晋锐告诉记者， 这家新店除

了聚焦戏剧类书目， 还考虑所处商圈的女性

客群定位，面向女性的图书占比比常规店高。

重新定义人与空间的商业逻辑
融入购物场景 ， 让逛商

场的读者来书店走走

光是西西弗书店这一民营书店连锁品

牌，12 月就在上海开了六家新店， 其中不少

都是位于寸土寸金的高档商圈。 多位书店店

长谈到，眼下连锁书店进入大规模抢赛道的

竞争阶段，利用商业综合体的配置需求和入

口机会扩大优势，是书店的机遇所在。 但需

要注意的是，尽管实体书店呈现欣欣向荣的

扩容姿态，困扰书店业发展的一些深层问题

仍有待解决，比如“有流量无转化”的困境依

然存在，书店的人气并未完全转化成相应的

销售额和利润； 如何真正培育阅读人口基

数、培养公众阅读习惯，还需为人与空间建

立起深度的情感联结。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 87%的购物

中心引进了实体书店，尤其是新开业购物中

心，给予书店的租金通常较优惠。 “如今不少

书店的商业逻辑，是开进购物中心，这也是

出于融入日常消费场景的需求，毕竟‘出门

就只为买书’的顾客并不多，因此书店需要

借力购物场景，挖掘客群，不光光是引流，也

是商业资源转换。 ”曹晋锐说。中信出版集团

零售事业部总编辑、上海中信大方董事长施

宏俊期待，书店能真正“生根”长在社区里。

可以说，随着购买力的提升，人们对于

精神层面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愿意为文化体

验感买单；另一方面，实体书店也越来越成

为购物中心引流招客、打造软实力的重要入

口，传统书店正在以“书店+X”的模式进行品

牌突围。

眼下， 不少城市出现了粉丝前往网红

书店打卡的现象， 引发了 “身在书店却不

看书” 的批评之声。 装修精致的书架是否

会沦为自拍背景墙而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意

义？ 在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程三国看来，

实体书店身处一个以分享和打卡为特征的

新消费时代， 过去人们对于书店的印象就

是 “非常安静的阅读空间”， 但节奏明快、

更加新潮的生活方式已来临， 在书店拍照

打卡的现象， 也是这个时代独特的印记和

传播方式， 可以理解。 但另一方面， 如果

实体书店的追求还停留在表面的 “颜值”，

而不是对读者有意义的 “价值”， 未来书店

很可能还会遭遇危机。

■本报记者 许旸

电视剧 《绝

境铸剑》 再现了

一批革命战士在

古田会议精神号

召下， 淬炼成红

色铁军的故事。

（资料图片）

■思南书局·诗歌店

坐标：黄浦区皋兰路 16 号
特色：书店面向热爱诗歌的人群 ，近

2000 种中外诗集里 ，外文书籍品种占比
达到近 20%。首次辟出绘本专区 。精选豆
瓣评分靠前的诗歌图书种类达 230 多种
1100 多册 ，以及伦敦书评书店的精华图
书 150 多种 。 诗歌书店集合了诗歌沙
龙 、艺术展览 、品牌文创等 ，让读者被诗
意环绕 。

■西西弗首家定制店

坐标：浦东新区张杨路 500 号
特色 ：书店展览区“时光一幕”堪称迷

你艺术主题展，读者能窥见一条关于戏剧的
“时光画卷”，展览以时间为轴，将不同时期
的戏剧元素串联起来；书店内的柱面打造成
相机镜头的视觉， 镜头上长短不一的线条
“刻度”，对应不同戏剧发展年代和该时期著
名剧作家名字。整体空间设计与所在商场剧
院元素契合，予人“阅读+观剧”多重体验。

■“知先堂”“召文斋”24小时空间

坐标：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特色：“知先堂”24小时阅读空间和 “召

文斋”24小时研创空间， 均位于教师之家一
楼，向师生和市民免费开放。借鉴江南园林造
景概念，店内实现了“一步一景”，尤其是一面
高约八米的瀑布书墙和江南非遗景观区格外
吸睛。 凭借高校在教学、科研、文化传承领域
的优势，这里不仅是图书、文创产品的展示平
台，也有望打造成莘莘学子的“第三课堂”。

章瑞虹、单仰萍主演的《孟丽君·书房会》剧照。

（上海越剧院供图）

思南书局·诗歌店隆起的天穹自带神秘而独特的气

质，“盛满”中外诗集、诗人传记、绘本的环状书架，仿佛

在拥抱着人们。

制图： 冯晓瑜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