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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游轮上赏美景，听昆曲，醉入

城市的夜晚；在“都市绿洲”听《剧院魅

影》《巴黎圣母院》， 看演出逛市集两相

宜……户外演艺空间成为疫情发生以

来，上海文化演出和旅游市场主动“化

危为机”的新探索。 昨天，上汽·上海文

化广场、快乐船长8号、上海儿童艺术剧

院、上海保利大剧院、新天安堂广场、上

海音乐厅广场首批六家户外演艺新空

间获得正式授牌。

截至2020年上半年，上海演艺新空

间数量已达60家。日前经上海市演出行

业协会督查，49家单位顺利通过评测。

在迈向“亚洲演艺之都”建设的道路上，

这些演艺新空间的诞生与发展，激活了

演艺市场的增值效应，也让艺术深深浸

润着城市的肌理，焕发出城市生活的理

想光泽。

户外演艺新空间， 带动
“文旅结合”空间规划创新

“在防疫常态化形势下，户外舞台

使剧场既有的空间得到创新开发与利

用，成为一条新出路。 它不仅提升了行

业伙伴的信心，重建演出市场和观演关

系，同时，也是剧院在突破传统演出形

式方面的创新实践。”上汽·上海文化广

场总经理张洁说，文化广场新开辟的户

外演艺新空间可容纳400至1000人。7月

11日至8月23日期间，推出持续七周、共

计约28场主题多元的现场演出。文创市

集，以及户外演艺新空间与永嘉路休闲

空间乃至整个剧场南区的联动，打造成

一个融合文化、休闲、娱乐等多种艺术

体验形式与生活方式的“都市绿洲”。

在黄浦江上， 快乐船长8号携手上

海昆剧团推出了全新的文旅融合产

品———“浦江兰韵”专场。它将“非遗”剧

种昆剧推广到旅游第一线，携程网站上

售价368元的套餐销售火爆， 市场反响

很好。上海快乐船长游船公司总经理黄

庆告始终在思考如何打造出既传统又

时尚的新业态，对单一的航线进行改造

升级，进一步吸引更多游客。

“户外演艺新空间，有望成为上海

文化消费领域的新亮点。 ”上海市演出

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说，它们的诞生和发

展，在进一步拓展上海演艺经营思路的

同时，也带动“文旅结合”空间规划的创

新。结合室内演艺新空间一年多来的成

就与经验，两者将合力推动上海文旅产

业和演出市场的繁荣发展。

“演艺新空间+民营院
团”携手，烹制了一道道创新
演艺产业的“私房菜”

2019年，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在全

国率先制定了《上海市演艺新空间运营

标准（试行版）》———“演艺新空间”新业

态模式诞生！ 这些从商厦、酒店、书店、

游轮、酒吧、咖吧、书吧等商业场馆中开拓出的“文艺绿洲”，逐

渐成为城市演艺空间生态的多样化特征。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截至2020年上半年，上海演艺新空间

数量已达到60家，2019年演出超过6000场。 其中，以水上大舞

台、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为代表的16家演艺新空间，全年演出

达到3500多场，占总场次的60%以上。

原创环境戏剧的到来，赋予消费与服务更多文化内涵，极

大地满足了年轻消费群体的休闲与社交需求。《我只是一个过

客》《蝙蝠的回忆》《JACK的星空》等多部根据酒吧量身定制的

环境戏剧， 由沪上老牌民营话剧团上海现代人剧社打造，“演

艺新空间+民营院团” 携手， 烹制了一道道创新演艺产业的

“私房菜”。

“演艺新空间的诞生，是在传统剧场商演与社区剧场文化

配送之外，走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子。 ”上海现代人剧社社长

张余表示， 全市 300 多家注册民营院团在这些演艺新空间中

寻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新平台和新机遇。未来，凭借演出赋能的

演艺新空间有望走上 IP 化的道路，成为一家家拥有品牌粉丝

的“演出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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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六大文艺院团青年演员开启“夏练三伏”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首次在上海大剧院举办夏季集训展演

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 由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和下属京、 昆、 沪、 越、 淮、 评弹六家

院团举办的 “不负韶华———2020 年上海戏曲

院团夏季集训展演暨 ‘戏·聚经典’ 演出季”

昨天正式拉开大幕。 今年夏季集训将聚焦青

年演员， 六家院团夏训的成果将首次以汇报

演出的形式， 于 8 月 22 日至 25 日在上海大

剧院集中呈现。

查缺补漏，院团各出妙招

每年盛夏时节也是戏曲人在练功房最火

热的时候， 今年也不例外， 各院团或通过组

队形式互相切磋， 或创新集训样式， 激发青

年演员的热情和最大潜能。

京昆不分家。 未来一个月， 上海京剧院

与上海昆剧团将联动训练， 强强联手不仅延

续了打破文武行“壁垒”、提高乐队舞美专业

技能的做法，还特别采用训练先分后合、汇报

京昆同台，实现京昆互学合演。 艺术家们将选

取京剧 《雁荡山》《盗银壶》《贵妃醉酒》《拾玉

镯》，昆剧《十五贯》《玉簪记》《太白醉写》《虹

桥赠珠》等 10 余出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传统剧

目， 为两大院团的青年演员们传道授业。

沪越大练兵。 上海沪剧院特邀老艺术家

特别指导青年演员的发声方法， 同时结合沪

剧唱腔特有的咬字韵味调整气息， 为年轻人

塑造人物打下扎实的基础。 行当齐全、 文武

兼备的上海越剧院则开出了包括古装与现

代、 经典剧目与新编戏的折子戏教学戏单，

并通过 “分组 PK 制” 提高演员的积极性。

淮评戏促功。 上海淮剧团将借 “梁伟平

唱腔公开课” “名师一对一” 教学以及经典

剧目 《杨门女将》 复排在潜移默化中活态传

承名家衣钵。 为鼓励青年演员传承 “红色基

因”， 上海评弹团将启动青年演员复排、 演

出红色题材 “传统菁华 ‘翻箱底’” 作品的

计划， 其中不乏 《江南春潮》 《王孝和》 等

戏迷耳熟能详的作品。

练功房里的汗水成就舞台上的角儿

一年一度的夏训对于戏曲院团来说具有

格外不同的意义,挥汗如雨的训练不仅是演员

提升个人水平的最好方式， 同时也是身体力

行传承戏曲精神的佐证。 “苦学、 苦练、 自

我加压才能成就有灵魂、 有血性、 有本事、

有品德的艺术人才。”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尚长荣寄语青年人。

“天大热， 人大干。” 这是上海戏曲艺

术中心总裁、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的口头

禅。 上海昆剧团夏训的传统到今年已经走过

十年， 谷好好每年总是带头走进练功房， 与

团员们练在一起。 “当角儿没有捷径， 就是

要练功流汗。” 她说， “每年八月练功， 练

的就是一股精气神。 对戏曲来说， 唱念做打

就好比是柴米油盐之于生活， 不可或缺。”

去年，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积极响应长三

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 与苏浙皖

地区的戏曲院团展开了联合集训。 当被问及

今年各院团集中展演的灵感， 谷好好认为这

正与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长年以来对青年演员

的培养与关注密不可分 。 “出人出戏出精

品， 人在第一位， 为年轻人提供展示的平台

就是希望给予他们信心， 同时激励他们不忘

初心， 不负韶华。”

本月下旬，夏训展演暨“戏·聚经典”演出

季就将登陆上海大剧院。 六家院团的新秀将

在首场综合性汇报演出里齐齐亮相。 之后的

京昆专场、沪评专场和越淮专场中，京昆合演

《雁荡山》、越淮合演《杨门女将·探谷》 以及

沪评经典唱段演出都是值得关注的亮点。

文化

对创意的每一个细节精细校准，让音乐剧后浪奔涌
演艺大世界———2020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进入“中期考核”

演艺大世界———2020 上海国际音

乐剧节中的重要活动板块“2020 华语原

创音乐剧孵化计划” 昨起举行为期两天

的剧本朗读会。 历经近三个月沉淀，从

147 部投稿中脱颖而出的六部原创音乐

剧的创作者， 从现场观摩的观众中听取

真实评价与反馈， 探索原创音乐剧未来

的独特样貌。

发起人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

理费元洪表示， 音乐剧市场正进入原创

加速催化期， 孵化平台汇聚年轻创作者

的热情与创意， 将为中国原创音乐剧带

来不竭动力。“音乐剧是不断再创作的过

程，作品无法一次成型，需要平台的细心

呵护。 孵化计划将对创意的每一个细节

精细校准、打磨品质，经验丰富的导师带

动‘后浪’创作者集体成长，期待好的作

品能源源不断地涌现。 ”

聚焦现实主义题材，探寻
真实生活与个体情感的有力
表达

纵观六部作品， 剧情与立意都展现

出现实主义题材特有的感染力和生命

力， 在对纷繁变幻的真实环境的思辨与

解剖中， 寻找个体情感体验的回味与共

情： 《我听到了》 讲述少男少女在关于

生命的奇幻冒险中温暖彼此， 重拾面对

生活的勇气； 《电台的最后一夜》 聚焦

35 岁平凡女性的成长和生存状况 ， 直

指女性在工作、 梦想、 爱情和婚姻等各

方面所面临的局限与偏见， 寻找可能的

突破口 ； 《南墙计划 》 以一个年轻人

“京韵布鲁斯 ” 的音乐创想为切入点 ，

谈论传统与传承 、 失去与拥有 、 父与

子、 新与旧之间的对抗与和解； 《无法

访问》 选取密室逃脱的悬疑题材， 展开

对网络暴力的犀利批判； 《你在哪里》

将母女亲情中隐秘的拉扯羁绊置于剧情

核心， 讲述母女从互不理解到互相接纳

跨越数十年的故事； 《两个人的城》 借

由两个微小个体在疫情中的经历， 捕捉

人性最温暖的闪光瞬间……

孵化导师胡晓庆深受 《电台的最后

一夜》打动，“市场上很少有探讨 35 岁以

上女性生活、情感、思想的作品，她们面

对生活的挑战和压力， 如何用乐观、诙

谐、积极的方式去探寻生活的意义，是非

常有意义的话题”。

孵化评审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表

示， 相比去年基于情怀、 使命的首次尝

试， 孵化计划已经离音乐戏剧产品科学

的、成体系的生产方式更近一步。 “音乐

剧是一种年轻的艺术形式， 青年人写戏

给同龄人看，创作者和观众一起成长。今

年入围的创作者依然那么年轻， 但他们

的专业起点平均比上一届高很多， 戏剧

的创意也有很大提升。 ”

技法和范式逐渐成熟，搭
建行业工业化的基石

与最初投稿相比， 将在剧本朗读会

中呈现的作品几乎都经历了 “拆散后重

组”。《我听到了》创作团队有将近一半的

情节桥段随人物调整进行了删改：“马达

导师与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音乐剧实战

经验，比如音乐和戏剧如何结合、唱词如

何处理，我们冥思苦想许久的问题，一经

点拨就豁然开朗了。 ”

“新的创作者需要经历技法学习和

范式成熟的阶段， 才能摆脱类型化的影

响，这是音乐剧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需

要大量能够胜任类型化创作的人才，熟

悉唱段设计和剧本搭配， 才能期待天才

的诞生。 ”孵化导师导演樊冲表示，孵化

平台提供的系统化学习正是行业工业化

的基石， 创作者们经此才能走上更高的

艺术台阶。

在第一阶段为期约 90 天的孵化过

程中， 创作者与导师将精力集中于人物

和立意的定位上， 摸索最适合作品的表

达技法，融会贯通风格和节奏，也使最初

的创作热情能更理性地落地。 除了台词

脚本与音乐歌词等细节的修订， 主创们

更加审慎地对剧情条线和风格类型进行

了取舍， 使核心主旨与角色设定的重量

与深度不断精进， 作品逐渐显现出更加

凝练和明确的个性和面貌。

开放包容的机制，让推陈
出新的后浪继续奔涌

在筹措更多支持服务的同时， 文化

广场也在思考孵化计划未来如何做得更

好。 “演出一般都需要导师、作品作为敲

门砖才能‘带入行’，但孵化平台只考虑

才华和作品表达， 给真正热爱舞台又缺

乏机会的人提供了平台。”孵化导师胡晓

庆认为，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开放包容和

机会平等，是孵化平台最大的优势。

费元洪表示， 除了提供基础的资金

支持和沟通协调，平台还要为“后浪”构

建起更完善的引导体系， 汇聚行业中最

好的资源与指导， 帮助他们找到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与一拍即合的合作伙伴。“我

们始终认为年轻人的青涩不是缺点，恰

恰是与‘年轻’同步的鲜活特征，这些年

轻人的创作梦想，是接地气的，更是有力

量的，音乐剧行业推陈出新，需要更多年

轻人的加入。 ”

剧本朗读会将邀请 30 余位音乐剧

演员和学生演员试演试唱， 为作品描摹

出更为成熟具象的形态， 方便未来进一

步完善。 入围第二轮孵化的作品将于 8

月 9 日正式公布 ， 并在 12 月以 30-40

分钟的工作坊形式进行演出。而 2019 年

完成认标的三部孵化作品 《生死签》《对

不起 ， 我忘了 》《南唐后主 》 也有望在

2021 年正式首演。

■本报记者 吴 钰

■本报记者 柳 青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电视剧《繁花》海报。

茛 《我听到了》 讲述

少男少女在关于生命的奇

幻冒险中温暖彼此， 重拾

面对生活的勇气。

▲ 《电台的最后一夜》

聚焦 35 岁平凡女性的成

长和生存状况。

（均音乐剧海报）

《繁花》盛开在上海的欲望记忆里

“我是阿宝，长远不见。 ”扮演“宝总”的

胡歌在电视剧《繁花》的预告片花里说出这

句话，多少观众的一颗心落定，改编自金宇

澄同名小说，由王家卫监制、导演的电视剧

确定近期开拍，这一刻，书迷影迷都“等了长

远”。

金宇澄的小说里，1990年代的记忆呼啸

而来，如学者张屏瑾形容，“听到一声发令枪

响，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不可估量的

人生尽头。 ”小说文本的想象所及之处，是30

年前充满烟火气息的市井，影像化的改编要

重建那些存在过的“海上繁花”，所以剧集尚

未开机，剧组先在上海市民中征起旧物。 “掼

出去的浪头，压箱底的今朝”，自民间收集而

来的旧物带着隐秘的私家记忆，生动地呼应

着作家的修辞，“花瓣散落余馨，与土地发出

郁热气息。 ”

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
代，欲望和奋斗都是坦然的

1984年，金宇澄结婚，设宴上海文史馆

食堂，新娘子的喜服是亲戚从国外带回的红

色开襟连衣裙，款式简洁，剪裁线条大气，温

暖明亮的朱红色，喜气也洋气。 28年后，昔日

文艺青年金先生成了年轻作家们尊敬的“老

金”，写成《繁花》。 又过8年，为了同名电视剧

拍摄，他拿出压箱底的结婚礼服。

时光倒流三十年，上海的凡夫俗子们个

个撸着袖子加油干，相信“一年一个样，三年

大变样”的梦想，那时的底色，真是一片热情

高涨的红色。

1985年，靳羽西为了拍摄 《改变中的中

国》这档节目，第一次来到上海，当时她的身

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 之后，上海

举办首届国际电视节，“邀请几十个国家的

电视人到这里， 电视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

口。 ”上海这座城市敢想敢闯的精气神就此给

她留下深刻印象。 1993年，她在友人的鼓动下

决定“去上海做生意”，丈夫听说她要做化妆

品时，惊呆了：“那里没人用化妆品，你卖给

谁啊！ ”而靳羽西气定神闲：“他们现在不用，

不等于以后不用。 ”如她所预料的，一个城市

和一个国家的开放之路， 总是越走越宽，经

济腾飞带动了审美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在南昌路长大的麦女士看着东方明珠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地造起，她在老卢湾的黄

金地段开起饭店。 她像《繁花》里的李李，八

面玲珑，长袖善舞，有几个类似“宝总”的能

照顾她生意的蓝颜，也能顶着烫了一半的头

发到店里应付砸场混混。 比起李李心底凄厉

黑暗的秘密，现实中的麦女士活出烈火烹油

的闹猛生气，拿得起放得下，在店里能紧盯

油腻的后厨，卸掉老板娘的工作就出入锦江

饭店买最华丽的衫，当年的“九江路精品一

条街”落她眼里是“南方一麻袋一麻袋来的

货色”，“顶多去复兴路菜场穿穿”。 陈先生记

得1980年代谈恋爱那会儿， 因为烫卷毛、穿

太子裤，他被调侃是“时髦小香港”。 他的阿

姨给他带回的名牌真丝领带，一根领带的价

格抵一件皮夹克，他戴着大面积艳色的领带

去希尔顿酒店喝咖啡，一杯咖啡要价50外汇

券。 如今他老了，翻出旧领带与儿子说风流

往事，儿子却嘀咕：“太妖了。 ”

在那个物质和欲望的闸门乍开的年代，

闹哄哄的一团，缤纷杂乱的色彩因为热腾腾

的生活温度而不显俗气，“奋斗和放纵都是

理直气壮的”。 金宇澄把这些纷纷乱乱写进

《繁花》， 有阿宝与李李心意相通的一点温

存， 也有汪小姐和徐总在酒局中的油腻荒

唐，作家不给出高高在上的价值高下判断或

社会批判，他赋予这些断章以诗的意义：“人

生是这样乱，这样无序，在城市生活中，在读

者经验中，实在太多了，是我们每个人经历

的真情实景，因此无意义就有了意义……”

一瓶时间酿的酒 ， 到了
该开瓶的时候

为了《繁花》拍摄，胡歌拿出家里的老缝

纫机。 他回忆，那是母亲结婚

时买的，“妈妈每天下班烧好

晚饭，或者周末闲暇时，缝缝

补补，做些简单衣服，还做了

好多我的衣服。 ”年幼的他会

偷偷地踩缝纫机踏板，幻想自

己在开小车。

更多人对1990年代的回

忆，大概是像胡歌这样，没有

江湖儿女的传奇，点点滴滴是

沉淀在家常物件里的情分。

1994年秋天 ， 谭元元在

虹桥机场登上飞往旧金山的

航班， 她的随身行李里 ， 带

着一条妈妈织的钩花披肩 。

旧金山在夏天会刮强风 ， 就

连当地人都会抱怨 “旧金山

的夏天是最冷的冬天”， 女儿

孤身在外， 母亲的牵挂一针

一线织到毛衣里， 谭妈妈去

探亲时， 行李里带的是各种

花样的手织毛衣， 这些 “妈

妈手作” 伴着谭元元飞遍全

球的巡演， 见证她从芭蕾少

女成为一代名伶。

《繁花》里，金宇澄写承包

分成的大手笔，“窗帘一拉，男

人从公文包里捧出几刀青皮

（百元大钞）”， 也写兰兰和大

妹妹这些新村少女扮靓的小

心思。 大江大河的大时代里，有人做弄潮儿，

也有芸芸众生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打

理人情世情，繁花的“繁”，大抵是这样。 辞职

的哲学教授炒股养家，太太送饭时总装满一

摞四层的搪瓷大提篮，让丈夫用家常的饭菜

笼络大户室里吃盒饭的“股票朋友”，因为每

天几筷子的分享，丈夫果然持续地获些股市

的利好消息。 亲戚从台湾带回日本技术的电

饭锅，一大家子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来看西

洋镜，家里主妇心疼电饭锅耗电，日常总不

舍得用，要到逢年过节才珍重地拿出来……

小说之外，诸如此类的市井人情故事，金宇

澄是熟悉的，他以哀怜和幽默的心绪，写出

了上海市民生活的悲喜，在充满张力的真实

中，寻找到精神的自由和自在。 这份超越于

现实羁绊的飞扬精神，将是电视剧改编面临

的最大挑战。

1990年，王家卫完成《阿飞正传 》，回上

海探亲， 他在花园饭店一楼的三越百货里，

买了三瓶老字号沈永和的绍兴黄酒，是当时

外销的“天女”酒。 30年过去，《繁花》开拍在

即，王家卫拿出了这些珍藏的老酒———是时

候了，《繁花》这瓶时间酿的酒，到了该开瓶

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