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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主力

军， 昨天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发布 “十四

五”发展规划，助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记

者获悉， 中心与旗下院团和剧院都明确了

未来发展目标和愿景， 围绕激发创作推出

上海精品、做大上海主场、提升产业能级、

增强服务效能等重点任务， 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推动演艺大世界成为“亚洲演艺

之都”的重要标杆。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致力于高雅艺术

发展和剧场经营管理， 目前下辖上海大剧院、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

海歌剧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民族乐团以及

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大歌剧院。上海大剧院艺术

中心党委书记、 总裁张颂华说：“到2025年，中

心要努力建设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文化演艺机构，成为品位蜚声沪上、品质

引领全国、品牌享誉海外的上海文化新名片。 ”

融合旗下资源，激活上海
文艺创作发展新动能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在“十四五”发展

规划中提出， 将通过多项举措激活上海文

艺创作发展新动能。在做强原创剧目领域，

建立引进、改编、委约和自制的多样IP库，

鼓励各院团结合建党100周年、 建军95周

年、改革开放45周年、新中国成立75周年等

重大节点创演符合市场需求的原创剧目，

鼓励剧院差异化定位自制剧类型， 加大现

有自制剧国内外巡演力度。

在培养表演艺术人才领域， 发挥名家

大师引领作用， 发扬和传承大师的艺术经

验；同时培育明天的台柱子，发挥青年名家

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入实施“上海青年文艺

家培养计划”，优化“一人一策”培养方案；

引进海内外名家大师， 参与中心剧目的创

制和演出，提升国际知名度。为了让中心旗

下院团和剧场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和综合

影响力， 规划提出进一步推行剧院和院团、

文化和新领域、演艺和文创、线上和线下等融合。 上半年，将打造基

于互联网传播的大型音乐直播活动，进行资源整合深度试水。

张颂华介绍，中心将以上海大剧院的剧场优质管理资源，运营

好上海西岸大剧院、杨浦大剧院；努力走向长三角及全国市场，力

争形成全国剧场空间雷达状版图；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适度超

前谋划上海大歌剧院的未来运营， 在上海形成并夯实一江两岸多

边开花的剧场空间布局。

内容产业出圈，推动演艺深度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不同于流量明星、热门综艺，高雅经典艺术相对处于“小众圈

层”，且观众培育周期相对较长。对此，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将建设

演艺新场景、文旅新场域、产业新链条三大新业态，实现内容出圈、

产业出圈，推动演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培养更多年轻观众。

着力打造演艺新场景， 持续打响上海文化广场户外舞台演出

季、上海音乐厅银杏音乐会、草坪音乐会等“户外演艺新空间”；上

海大剧院成立集餐饮、咖啡、图书、文创、展览、影像、亲子活动为一

身的“A+艺术空间”；鼓励各剧院差异化探索挖掘户外室内场景，打

造全天候演艺舞台。 同时，积极拓宽文旅新场域，突出剧院、院团及

周边街区的人文内涵和历史沿革， 让剧院从文化消费地成为城市

旅游目的地、网友必到打卡地。 此外，大力发展产业新链条，向上海

各区、长三角地区及更多地区输出剧院运营管理服务，鼓励旗下单

位设计开发具备主题性、系列性的文创产品，拓展文创产品销售链、

开辟品牌宣传新手段。

在每一次深情回眸中，重塑经典的当代价值

从国家大剧院版《基督山伯爵》获票房口碑“双丰收”，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创作八小时话剧《红楼梦》，2021或迎“名著话剧年”

在大仲马的经典之作《基督山伯爵》

中，被构陷的青年水手邓蒂斯逃出监牢、

获得神秘财富并华丽归来成功复仇，在

数百年后的读者眼中和当下网络文学中

的“爽文”有多大的不同？ 日前在京引发

轰动的国家大剧院版话剧 《基督山伯

爵》，不甘于重复“爽文”经典套路，以邓

蒂斯的 “自省 ”为创作起点 ，让名著 “接

通”当代的改编，掀起了全新的基督山热

潮， 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更胜于市面上

的明星话剧。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今年，

《红楼梦》 将在上海迎来全新话剧版本

的演绎。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以“春夏

秋冬 ”四个篇章 、八个小时与当代观众

拆解经典命运之书。 与此同时，更多文

学名著改编正加紧进入2021年话剧市

场 ，如四川人艺版话剧 《尘埃落定 》，由

王筱頔执导、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

品的话剧 《牛氓 》……“名著效应 ”的出

现，代表着文艺舞台对“文学经典IP”持

续走高的关注与热情。

戏剧艺术的生命动力
中跳动着强烈的“当代性”

“观众对剧目思辨性的接受和理解，

对剧目思想性的追求， 是远远超乎我原

来想象的。 ”国家大剧院话剧《基督山伯

爵》导演王晓鹰说，这一点“指导”了他的

整体创作。 相比于寻找一个有强大票房

号召力的主演， 他大胆地把这个主角一

分为三，让代表邓蒂斯青年时期、身陷囹

圄时期和成为“基督山伯爵”后的三个灵

魂状态， 共同交织在舞台上进行凝视与

对话。

于是可以看到，当“基督山伯爵”的

复仇愿望全部得到满足后， 囚犯邓蒂斯

走上前，“如果我，没有变成我，我还能得

到正义吗？”原来，基督山伯爵并不存在，

一切都只是他的一个梦想。这样的“意

料之外”，让很多观众颇感震撼。

“这是一次中国心灵与西方幻想

故事有意义的互动对话。”华东师范大

学中文系教授梁超群说， 戏剧艺术的

生命动力中跳动着强烈的 “当代性”，

这是文学资产宝贵的 “另一部分”，提

供给一代代后人反复使用， 在每一次

深情回眸中，重塑经典的当代价值。

自法国作家大仲马的 《基督山伯

爵》面世以来，其中最吸引人的便是邓

蒂斯从监牢脱困后变身伯爵，“惩恶扬

善，快意恩仇”的故事情节。 过于追求

通俗而缺乏更深入的内涵 ，《基督山伯

爵》在文学史上遭到过一些批评与争议。

今天把它搬上舞台， 是仅仅复刻传奇元

素，让观众获得一个很“爽”却不那么真

实的短暂的心理满足吗？

“‘经典’与‘当代’接通，在舞台演出

实践中有很多方式和可能性， 而在处理

演出结尾时，依靠对思考隐喻、象征意境

和人生况味的延展深化， 留下一个切入

当今时代的情感通道或思想接口， 是诸

多途径中的一种。”王晓鹰说，《基督山伯

爵》在当下的创作意义，是展现人性的复

杂与哲学思辨性的反思，“仇恨本身并不

深刻，真正可怖的是仇恨对人的异化。人

类要学会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恶念和欲念

抗争”。

新版话剧 《基督山伯爵》 中， 邓蒂

斯一直在做自我反思与斗争 ， 在 “复

仇” 的过程中， 他从快意恩仇、 绝不手

软到慢慢学会宽恕， 乃至为所爱之人选

择牺牲自己， 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

丰满。 尾声处， 囚犯邓蒂斯还在不停地

挖山洞， 而地道真的打开了， 光也能照

进来， 他是有可能走出地牢的。 《基督

山伯爵》 带来了 “等待和希望”， 编剧

喻荣军说， “如果邓蒂斯真的逃出了地

牢 ， 他会不会真的去复仇 ， 真的去宽

恕？ 每一个观众都有自己的答案。”

文学经典的回归是
“狂欢飞行后的落地重走”

近年来 ， “名著话剧 ” 的创作回

潮， 或从一个侧面显露市场对 “精神产

品” 的高度期许。 文学经典， 一直以来

都是各种艺术创作的核心资产。 虽然在

内容爆炸式生产与消费的时代， 对它的

注意力容易失焦或产生偏移 ， 但 “回

归” 却是必然。 梁超群将其形容为 “狂

欢飞行后的落地重走”。

文学力量的回归， 在很大程度上凸

显了“剧作家就是文学家”的含金量，但

另一方面， 经典又成为舞台创作者最大

的压力来源。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

学院胡志毅教授认为， 二度创作既容易

被束缚在对经典的仰视之中， 创造性被

完全遏制， 同时也会遇到在重构与变形

中迷失本义的危险， 使创作变得肤浅而

不深刻。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即将推出新版话

剧《红楼梦》的消息，让众多戏迷、书迷对

于这部皇皇巨著如何呈现抱有巨大的期

待。据悉，话剧《红楼梦》时长将达到八小

时，分上部“春夏·风月繁华”与下部“秋

冬·食尽鸟亡”，覆盖完整小说内容。每个

人物都会在开篇提前得知自己的结局：

贾宝玉看到贾府的覆灭， 黛玉预见宝玉

与宝钗成婚， 王熙凤梦到自己的死……

创作打碎了原著的叙事结构， 将人物与

他们的故事重新揉捏成网，通过话剧、戏

曲、 现代舞等传统与当代艺术元素的融

合， 在雾里看花般的审美氛围中展现命

运与个体、家族的深沉关联。

话剧 《红楼梦》 编剧、 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认为， 戏剧有其

独特的艺术特点和优势， 在名著的搬演

中， 找到和观众产生共鸣的角度至关重

要。 “《红楼梦》 兼有世俗与性灵之美，

古典文学的深邃表达， 决定了话剧的呈

现不可能是那么通俗的， 但同时也不会

以 ‘颠覆’ 作为创作的出发点， 而是希

望能在展现文学思想性的过程中， 提供

给今天的观众一种面对现实生活的力

量。” 他说， 读者和观众们动用他们丰

富的情感、 智慧和练达， 在 “满纸荒唐

言， 一把辛酸泪” 中体会人物的不甘和

不屈， 话剧将为他们架起情感的桥梁，

舞台将成为观众走进古典名著的索引，

为历史和当代建立联系 ， 让观众舒服

地走过去 ， 走进传统文化广阔的精神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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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文纪录片《跟着书本去旅行》“行万里路”

滴水成冰？ 泼水甚至能成雪！ 央视纪

录片 《跟着书本去旅行》 近期更新的一期

“家在东北”， 用严寒中拍摄的户外美景震

撼人心， 带领读者重新 “阅读” 了七年级

课文 《土地的誓言》。 这档体验式文化教

育节目以中小学课本或经典名著为线索，

以 “小成本、 正能量、 大情怀” 为创作准

则， 让观众随着 “书本旅行团” 去河西走

廊， 去体验王之涣笔下 《凉州词》 中 “春

风不度玉门关” 的苍茫大气； 前往甘肃武

威去感受 “马踏飞燕” 的丰美气度； 走进

新疆吐鲁番去探访 “火焰山遥八百程， 火

光大地有声名” 的美丽传说……纪录片聚

焦 “读万卷书” 的同时 “行万里路”， 走

近文化古迹、 实地实景讲故事、 身临其境

受教育， 触摸历史、 感知文化， 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从课本到实地，打通学
生从物理到心灵的文化通道

在最新一集 《书本中的民居———古老

村寨》 中， 节目带观众来到福清的东关古

厝。 这里有着古代一种寨堡合一的建筑，

由 90 多间房子组成。 曾在这里生活过的

小丽介绍说， 祖先为了安全， 以家族的形

式组成半军事组织 ， 共同抵御倭寇的侵

扰， 而古厝这种形式和功能的建筑就是这

一目的的体现。 随着镜头， 观众可以看到

古厝的大门墙体厚度达到两米 ， 坚固结

实， 给人以厚重和安全的感受。 大门上方

还有三个小孔， 这是其他地方的建筑很少

见的。 其实， 这三个孔的上部空间是一个

巨大的水箱， 当敌人想用火烧毁大门的时

候， 水箱里的水就可以流在大门上， 挫败

敌人的火攻阴谋。

东关古厝毕竟是民居， 除了防御功能

强大之外 ， 也充分考虑到了居住的舒适

性。 进入前厅， 古厝的挑高有七八米的样

子， 采光和通风让人非常舒适。 有意思的

是， 由于古厝建筑之间还有类似卷轴的机

构， 可以在日晒雨淋非常强烈的时候， 把

露天的地方拉蓬遮阳、 遮雨。 通过这些镜

头和讲解， 让观众 “行走” 在课本中的文

字之间， 直观地感知文化， 并且聆听专家

和当地长者的讲解梳理， 打通了书本与现

实之间的知识脉络。

在 “家在东北” 关于 《土地的誓言》

的一期中， 介绍了古人如何智慧地应对零

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恶劣天气， 法宝之一就

是———泥草房。 人们把泥和草结合盖出泥

草房， 泥和草的建筑材质可以防止雨水把

土都刷下来。 由于北方的冬天寒冷， 热胀

冷缩， 东北的黑土地会被冻出裂缝， 但是

在泥中放一些草， 它就不裂了。 还有炕是

古代北方民居中必不可少的。 片中还通过

动画的形式展示了炕的工作原理： 热源来

自泥草房中的炉灶， 点燃炉灶后， 热量会

通过进烟口进入炕洞， 曲折盘旋， 促使炕

面发热 ， 然后经由出烟口从烟囱中排出

去。 生动解释了 “老婆孩子热炕头” 的幸

福感， 从何演化而来。

“行万里路”的体验式
游历让学习更用心、用情

《跟着书本去旅行》 不仅线索来自课

本， 让学生参与的体验式游历也是一大特

色。 在甘肃阳关的那一期节目中， 男同学

们穿上古装， 扮演守阳关的官兵； 女同学

要获取关牒、 递交关书、 接受查验， 按照

古代真实的通关流程才能 “出关”。 通过

这种高度仪式感的环节， 让学生们体验到

“西出阳关无故人” 的意境。

在吐鲁番， 节目组让一些学生去户外寻

找生命的迹象 ， 这里的地表最高温度可达

82.3℃，连鞋子袜子都可能被烤坏。 学生们抱

着极大的热情顶着炎热却遍寻无获， 于是有

学生得出结论：“火焰上的火把生命烧掉了。”

那么，火焰山到底有没有火呢？通过节目的讲

解，原来吐鲁番年降雨量只有16毫米，蒸发量

却达3000多毫米，并且地下水位又低，所以才

导致这里没有生命迹象。 而火焰山的名字里

之所以有“火”，是由于阳光照射在山体上，赭

红色的色调非常浓重，热气流不断向上升腾，

感觉上就是在着火。此外，火焰山属于天山的

支脉，与天山山脉基本平行。因为火焰山的存

在，天山的积雪融水被火焰山阻隔，而它的山

体由砂岩构成，透水率极低，无形中提升了火

焰山区的温度。通过这种体验式的学习思索，

同学们对获得的知识掌握也更为牢固， 也在

探索中学习到了面对困难时应该如何思考、

合作、互助。

虽然每集只有短短 20 分钟， 但是内容

丰富、 信息量大， 把教科书里的内容以视听

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眼前， 而家长或其他观众

也能从中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 有网友评价

说： “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去读故事， 更容易

理解书本知识 ， 而且镜头中祖国的大好河

山， 每每让人心旷神怡。”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卫中

制图： 李洁

国家大

剧院版话剧

《 基 督 山 伯

爵》在京演出

引发轰动。

①东关古厝的门厚达 2 ?。

②福清的东关古厝俯瞰。

③东关古厝民居的挑高达 7 ?以上。

（均纪录片 《跟着书本去旅行》 截屏） 制图： 李洁

①

②

③

（均 《基督
山伯爵》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