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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 眼下演艺行业正

在积极推进创新实践。 上海保利城市剧院近期推

出 “保利 Art 云上音乐厅” 系列， 突破性地开启

付费直播古典音乐会模式。 从 6 月 19 日起， 翟

李朔天、 金圣权、 龚子棋等新生代歌手， 将接连

上演八场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的音乐会， 云端观众

只需花费 12 元就能 “解锁” 整场演出。 “目前

剧场 30%的上座率限制 ， 让很多观众无缘在现

场观赏心仪艺术家的表演， 而付费直播音乐会能

弥补这些乐迷的遗憾。” 上海保利城市剧院董事

长秦体记说。

今年 3 月以来， “保利云剧场” 坚持 “把剧

院送到你身边” 理念， 打破演出时空限制。 在如

今剧场观众席开放一部分的前提下， 应该拿什么

样的演出回馈线下观众、 拓展线上观众？ 成本过

高的节目不切合实际， 必定会 “演一场亏一场”；

较低档的、 成本很低的节目， 则会辜负对舞台表

演想念已久的观众的期待。 秦体记坦言： “付费

直播古典音乐会对于国内演艺产业而言是一个新

模式， 我们希望抓住产业创新的宝贵窗口期， 一

边探索一边总结经验。” 等到未来剧场座位席完

全开放以后， 付费直播音乐会能否成为演艺行业

的新常态， 依然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经过仔细权衡后， “保利 Art 云上音乐厅”

选择了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年轻艺人加盟， 邀请综

艺 《声入人心》 人气选手以每人一台音乐会的形

式演绎音乐剧经典唱段、 个人作品及翻唱作品。

通过 《声入人心》 走红的翟李朔天、 金圣权、 龚

子棋等歌手， 属于音乐剧圈内兼具实力和人气的

“流量” 小生。 此次登上 “保利 Art 云上音乐厅”

的舞台， 每个人的音乐会在编排上都兼顾艺术性

和通俗性 ， 曲目既有 《歌剧魅影 》 《美女与野

兽》 等音乐剧中的唱段， 也有 《亲密爱人》 《走

钢索的人 》 等流行歌曲 。 正如 《声入人心 》 评

委、 歌唱家廖昌永所说， “线上直播音乐会可以

吸引更多受众关注舞台艺术”， 这些本土年轻歌

手透过屏幕展现出的现场表演的魅力， 也将更好

地为未来的线下剧场 “引流”。

值得一提的是， “保利 Art 云上音乐厅” 的

线上门票价格非常优惠。 这是因为上海保利城市

剧院本着公益惠民的想法， 剧场本身在线下演出

中就设置了一定比例的公益低价票， 针对军人和

学生等群体的最低价票低至 15 元 。 秦体记说 ：

“我们不希望线上门票定价高于线下门票最低价，

所以努力压低了宣传营销等很多环节的成本， 最

终将 ‘云上音乐厅’ 定价为 12 元， 让市民可以

获得高性价比的在线观演体验。”

据悉， “保利 Art 云上音乐厅” 与票务平台大麦、 视频平台优酷合作， 由

SMG 专业摄录导团队采用广播级音视频设备进行现场直播， 高保真的音视频信

号通过高速无线网络接入直播平台， 为云端观众输送现场表演的声音和画面。 在

业界看来， 以往仅负责内容运营的传统剧场、 演出公司正在不断打破壁垒， 通过

与各直播平台进行紧密合作， 向观众提供高品质的付费演出直播节目。

对于演艺工作者来说， 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传统表演的第二空间。 保利演出公

司总经理陈科表示， 现场演出特别是高雅艺术演出在直播平台上的运营模式， 还

有很多地方值得探索。 “艺术家需要在保持自身艺术本色的基础上通过线上直播

进行完美表现， 并且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 这是演出行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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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歌手翟李朔天参演“保利 Art 云上音乐厅”系列。 （演出方供图）

文化广场日前举行剧院开放日， 文创市集和手工制作吸引观众前来体验。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葛饰北斋 《富岳三十六景》 系列作品之 《神奈川冲浪里》， 其

非凡的线描和构图使之成为日本浮世绘的标志。

荨歌川广重 《名所江户百景》 系列之 《大桥骤雨》 曾被印象派

大师梵高临摹过。 （均主办方供图）

■ “梦回江户———浮世绘艺术大展” 是迄今为

止国内最大规模 、 最全的浮世绘艺术大展 ， 140

余幅经典原作基本涵盖各个时期的名家名作 ， 系

统梳理了浮世绘的发展脉络

江户时代日本民俗的“百科全书”来了
国内最大规模浮世绘艺术大展登陆沪上

鲁迅曾说： “关于日本的浮世绘

师， 我年轻时喜欢北斋， 现在则是广

重， 其次是歌麿的人物。”

他提到的三位大师———喜多川歌

麿 、 葛饰北斋和歌川广重 ， 是浮世

绘的主要代表人物 ， 被称为 “浮世

绘三杰”。

日前， 他们的作品齐聚外滩壹号，

亮相 “梦回江户———浮世绘艺术大

展 ” 。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 、

最全的浮世绘艺术大展 ， 140 余幅经

典原作基本涵盖各个时期的名家名

作 ， 系统梳理了浮世绘的发展脉络 。

透过这个展览 ， 观者增进对日本文

化、 风情、 艺术了解的同时， 也可以

从浮世绘的传播途径中直观感知全球

化时代艺术的跨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奇

妙效应。

吸收明清版画技法，

从黑白单色走向“锦绘”

浮世绘是日本极具代表性的艺术

形式。 它兴起于江户时代， 主要描绘

人们日常生活、 风景和戏剧， 鲜活地

表现社会百态和风俗民情， 被称为江

户民俗的 “百科全书”。

菱川师宣被公认为是浮世绘的创

始人。 进入展厅， 便可以看到他的作

品 《上野赏樱图》。 “这是展览的第一

幅作品 ， 虽然黑白色看上去不起眼 ，

但非常珍贵， 代表着浮世绘的源头。”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潘力透露， 浮世绘

最初是借鉴中国古代木刻版画的手法，

制作出版小说插图和民间故事的绘本。

最开始， 单幅版画只是黑白单色， 随

着中国民间版画不断流入江户， 多色

套印的版画插图开始出现。 在画师们

的合力下， 终于制作成功的彩色套版

浮世绘， 商家用京都出产的精美锦缎

来形容， “锦绘” 作为浮世绘的别称

由此得名， 浮世绘从此真正开始焕发

光彩并进入兴盛期。

“这是国内第一次从历史的视角

策划的浮世绘展览。” 此次大展两家主

办方之一上海天协文化总经理谢定伟

告诉记者， 以往的浮世绘展览， 多集

中于一类题材， 而此次展览则是对浮

世绘的一次全景式展示。 展览展出的

140 余幅经典作品 ， 从几千幅浮世绘

作品中精挑细选而来， 涵盖了美人画、

歌舞伎、 风景花鸟画、 历史故事等众

多题材， 汇集了铃木春信、 鸟居清长、

喜多川歌麿、 葛饰北斋、 东洲斋写乐、

歌川广重等日本浮世绘各阶段主要大

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浮世绘三杰”， 曾
深刻影响印象派的创作

“浮世绘三杰” 作品齐聚是本次

展览的一大看点。 其中， “美人绘大

师” 喜多川歌麿， 在行云流水般的线

条和色彩间， 竭力探究女性内心， 将

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表现得尽善尽美 。

此次展出的 《姿见七人化妆 难波屋阿

北》 是其作品中特殊的一幅， 画中的

人物形象笔触饱满、 纤细高雅， 并以

镜子为媒介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空间。

“日本现代艺术之父” 葛饰北斋，

以逼真写实或饱含精神灵性的笔触俘

获人心。 他既善工笔， 又善写意， 绘

画题材十分丰富， 尤其擅长描绘日本

秀丽的山川景色和人民的劳动生活与

爱好。 如果说 《富岳三十六景》 是他

一生中最精彩的版画系列作品， 《神

奈川冲浪里》 便是这一系列中最重要

的一幅。 它是传统美学和西方技法的

集大成之作， 非凡的线描和构图使之

成为日本浮世绘的标志。

浮世绘吸收了中国明清版画的技

法， 也曾深刻影响莫奈、 梵高等印象

派和后印象派大师的创作 。 比如 ，

“风景画巨匠” 歌川广重， 其绘画风格

亲民、 清丽， 拥有小品风范， 笔触与

色彩和谐， 表现出笼罩于典雅诗意的

幽抑气氛中的大自然。 他代表着纯日

式艺术表达的最高水平之一。 在歌川

广重众多风景画作中， 最能代表他创

作成就及个人特色， 也影响最为深远

的还是他晚年所创作的 《名所江户百

景》 作品集。 梵高及其他印象派大师

所临摹、 收藏的他的作品， 也大多出

自这部作品集。 此次亮相的 《浅草金

龙山 》 是歌川广重 《名所江户百景 》

系列中极为著名的一幅画作。 该画作

构图巧妙， 对雪景的营造十分到位。

“希望通过这样的整理， 让观众

明白浮世绘到底是什么， 它的发展又

是怎么从单色到彩色， 再从黄金时期

走向颓废， 而不是让观众只看到那些

花花绿绿的色彩。” 国内权威的日本美

术史专家潘力表示， 虽然浮世绘早已

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它的艺术精神依

然是当代日本艺术的创作源泉。 每一

幅浮世绘都是一个小宇宙， 承载着丰

富的日本民俗密码。 通过解读这些信

息， 不仅能增加观赏的趣味， 还能使

我们对江户民俗和日本文化有更形象

的认知。

夏日里的户外舞台和演艺新空间，

让人在城市中“诗意地栖居”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剧院开放日举行，“2020 户外舞台演出季”周六开演

初夏，草坪，市集，表演。

夜幕将至，在永嘉路 36 号的小森

林树荫里， 一群可爱的孩子带来戏剧

演出。草地上有扑蝴蝶的小男孩，也有

凑在一起自拍的野餐姐妹， 透过斑驳

的树影， 勾勒出在城市中 “诗意地栖

居”的最美画卷。

每月第一个星期六，是上汽·上海

文化广场的剧院开放日，各种彰显生活

美学的艺术活动如约而至。 从剧院导

览到文化市集， 向市民敞开的不仅有

剧场的正门， 还有文化广场主体建筑

周围的多个户外场地， 让艺术更加融

入城市空间，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

永嘉路上的这片文艺范儿小森

林， 是上海有越来越多演艺活动从室

内向户外延伸的缩影。本周六起，文化

广场 “2020 户外舞台演出季 ”就将在

距离小森林几步之遥处开演。 从寸土

寸金的市中心到开阔的市郊公园，或

大或小的户外音乐会在申城渐成气

候，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上海，绿地、公园和艺术结合所带来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正是对美好二字

生动形象的注解。

把绿色公共空间留
给人民， 让市民游客更
舒心地享受艺术

诗不一定在远方，诗意就在身边。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身后的永嘉路 36

号小森林， 是城市中一个闹中取静的

场所。今年 6 月起，文化广场剧院开放

日恢复线下活动，这里是新的落脚点。

在小森林草坪上，观众与戏剧、音乐表

演不期而遇；草坪周围空地上，摆放着

音乐剧周边服装、场刊摊位，也有音乐

铃小夜灯等文创衍生品售卖， 满足不

同年龄段游客采撷生活乐趣和艺术灵

感的需要。

“从室内向户外延伸，我们希望用

好剧场的不同空间， 让融入日常的艺术

提升城市温度。”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赵婕告诉记者， 作为剧场

周围户外空间之一的永嘉路小森林，很

适合举行野餐、写生、手工制作等活动。

她表示， 当绿色公共空间成为人文休闲

场所，市民将在自然中享受生活、在惬意

中走近艺术。

从本周起，文化广场将推出为期七周

的户外演出季，覆盖音乐剧音乐会、时尚

跨界等板块，点亮城市文化消费夜空。 更

丰富的文化市集也将在文化广场多个户

外空间同期举办。 眼下，剧场正在召集更

多摊主、路演音乐人加入市集，在配合剧

院防疫要求的前提下，为观众营造安全有

趣的户外艺术赏玩环境。

以精细化的户外音乐
会管理， 让人本价值落实
到艺术生活的角落

入夏以后聆听一场户外音乐会，被

申城不少市民视为夜间文化消费的固定

节目。 自 2012 年首次举办至今，辰山草

地广播音乐节倡导的“赏花，品乐，乐享

人生”都市文化生活理念，获得了上海市

民的认可和欢迎。历经多年培育，这个象

征品质生活的上海文化品牌已逐渐辐射

至长三角乃至全国。

作为“品质生活直播周”的重点活动

之一，2020 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在不久

前如约而至。 节日以演出、出游、文创相

结合的形式， 为丰富市民游客的精神文

化生活作出贡献。 备受好评的“947 音乐

家咖啡”以现场快闪店形式返场，推出以

贝多芬为灵感调制的限定款饮品， 以及

适合初夏的音乐家冰激凌。

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副园长衡辉看

来，户外音乐表演和植物一样，可以为人

们带来美好愉悦的精神享受。“开展户外

音乐节、文创市集等文艺活动，是为了给

入园市民游客多提供一些选择。 从赏花

品乐到餐饮购物， 以一站式休闲服务营

造更为舒心的游园体验。”他说，这一切，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市民对高品质生

活的需求。

这些年来，上海的户外音乐会在观众

心中留下无数美好瞬间，离不开台前幕后

工作人员的精细化管理。比如申城夏天变

幻莫测的天气，往往对户外音乐会的观众

体验造成诸多影响。而上海夏季音乐节近

年来在城市草坪广场举行的音乐会，就充

分考虑了高温和下雨等状况。 “我们对入

场的每位观众都分发驱蚊贴、清凉油等消

暑防蚊用品大礼包，也给他们准备雨衣。”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告诉记者，正是这

些以人为本的举措，让人本价值落实到了

城市艺术生活的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