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顾一琼

演艺大世界：“拖着行李箱来看戏”成为城市文化风景

过去两年年均演出场次近 2万场，占全市总量半数，首演作品数量已超 100部，
吸引原创新作“首演首秀首展”，推动“演艺码头”迈向“演艺源头”

昨天上午， 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正式启
动。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来自长
三角三省一市各演艺集团推荐的九部优秀红色
主旋律剧目轮番上演。 此次戏剧节将主动突破
“小循环”，在塑造跨区域演艺大生态方面先行
先试，掀动演艺资源和产业的集聚和跃升。 借
由此次展演，演艺大世界也将进一步发力打造
“一公里演艺生活圈”———提供触手可及的票务
服务，随处可见的各类演出，打造以演艺为核心
的文化娱乐消费综合体验， 与长三角优质演艺
资源联动互动，让更多原创新作在这里“首演首
秀首展”，让“拖着行李箱来看戏”成为常态，推
动“演艺码头”迈向“演艺源头”。

集聚市场主体及资源，年
均演出场次近 2万

现存历史最长的百年剧院———人民大舞
台，跳出传统演艺舞台，拓展开辟“星空间”打造
驻场剧，首部剧目《阿波罗尼亚》甫一推出即成
“网红”，票是需要“秒杀”的，许多观众是从各地
拖着行李箱赶来的。

中国大戏院， 主动迭代自身演艺思维和模
式，推出原创剧目《石库门的笑声》。去年受疫情
影响演出场次曾有调整， 很多观众甘愿持票等
待近一年，“退了票怕就抢不到了”……

百年大世界，开出了国内首个演艺夜市，构
建起一个集纳各类演艺资源及海量数据的 “大
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让演艺有了全新的交
易模式。截至目前，交易平台达成交易意向超过

1.1 亿元， 与上海的 30 多家剧院实现大数据共
享，且与长三角专业机构取得合作。

演艺大世界，以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辐射
市中心城区，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演艺集群。目
前，区域内共有专业剧场 22 个、经授牌“演艺新
空间”38 个，演出艺术形式涵盖戏剧、戏曲、音
乐剧、音乐会等各剧种门类。 过去两年，虽一度
受新冠疫情影响，但年均演出场次仍近 2 万场，

占全市总量半数，首演作品数量已超过 100 部。

剧场当作“聚”场来打造，
放大吸引力

这儿，对名家名团、头部机构吸引力持续增
强。 导演田沁鑫、陈薪伊等一批名家入驻；上海
音乐剧中心、 上海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
落地运行；笑果工厂、秘密影院等一批新型演艺
业态相继落户；演艺资源交易平台投入使用，助
推长三角地区演艺项目和机构资源的供需对
接；演艺大世界在线演艺联盟成立，近 180 家演
艺相关企业参与其中。

演艺大世界始终把剧场当作 “聚” 场来打
造， 黄浦区文化发展基金投入补贴票项目的专
项资金逐年递增， 累计参与项目单位达 36 家，

参与项目 274 个，惠及观众逾万人；坚持线上服
务与实体空间同步布局，线上线下信息发布、文
化展示、票务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加快新技术应
用和新模式探索， 实施剧场 5G 新基建设施布
局，想方设法丰富观剧体验。

优质的剧目汇集，丰富的资源集聚，便利的
服务设施，吸引了更多观众慕名而来，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坐着高铁，拖着行李箱，来看一场戏。

做强产业链吸引“合伙
人”，开拓“剧场经济圈”

当下， 演艺大世界完成了第一轮形态功能
上的融合打造， 接下来将着力推进演艺核心功
能区建设， 进一步提高演艺大世界的社会知名
度，构建起跨界融合产业链，形成与经济、文化、科
技、生活各领域双向赋能的共生共荣发展生态。

比如，助力产业“新发展”。 在商业、文旅等
产业领域注入演艺元素，做大“+演艺”的场景应
用， 通过演艺繁荣赋能其他产业， 反哺演艺产
业———引进体验式演艺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和
新场景，通过线上传播推动线下戏剧“出圈”，增加
影响度；鼓励专业剧场引入高质量作品，鼓励驻场
演出，让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演出引领演艺市场；持
续增加“演艺新空间”数量，以演艺浸润城市生
活； 特别是完善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功能，

辐射长三角地区， 形成完整的演艺产业链条，形
成“剧场经济圈”，鼓励支持文创衍生品开发等。

今年演艺大世界还将继续发力集聚 “新伙
伴”，推进“大世界演艺夜市———大世界演艺资
源交易集聚区”建设，提供专业服务和孵化配套
政策， 扩大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辐射影响
力，让更多演艺主体成为演艺事业的“合伙人”。

数字化建设与多业态运营，驱动上海剧场创新发展

2020年，上海演出场次数占全国市场近三分之一；今年一季度，全市演出场次已恢复到2019年同期86%

受疫情影响后，上海演艺市场靠什么迅速复苏？

近期周末， 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剧场门口
从中午到华灯初上，始终人流如织，排队入场的
队伍始终都在。原来，在海派话剧《长恨歌》回归
时，带来了一系列座谈、导赏、旗袍秀；“剧院魅
饮”咖啡店更推出了《长恨歌》“快闪”限定款饮
品与甜品。点一杯“王琦瑶同款”，咖啡香气中流
转着往日与今日的上海风情。

与此同时，上海大剧院推出的“云上”演艺
产品《巡演零号站》，又将迎来新一季的在线精
彩；而线下“探寻申城舞台红色密码”同样人气
爆棚。 去剧场看展、喝咖啡，去直播间与明星主
演邂逅，演出前“拼一堂”文艺党课……去年以
来， 上海各剧场不断出现创新亮点和不俗的运
营成绩，发展混合经营业态、数字化文化商业综
合体等已经逐步成为在数字化建设和文化 “双
创”背景下，上海剧场发展的显著潮流。

上海文旅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
上海共举办营业性演出 30772 场， 虽然受到疫
情影响演出有所减少， 但据上海主要票务平台
测算统计， 去年上海演出场次数占全国市场近
三分之一， 约 80%的票务营收来自剧院演出。

2021 年一季度，全市演出场次也恢复到了 2019

年同期的 86%。 “推动剧场数字化建设，拓展多
业态运营， 不仅让上海演出市场在疫情后迅速
复苏，更以创新驱动市场发展引擎，持续领跑全
国。”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

当“红色文艺”遇上数字剧
场，线上线下全覆盖连结更多
观众

今年第一季度，上海大剧院、上汽·上海文
化广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儿童艺术剧院
等沪上主要剧场， 尝试进一步突破剧场场地的
物理空间，持续大力开拓“演艺新空间”等演出
形式，以崭新的营运思路创新“多业态”的运营
模式， 如上海大剧院的线上演出季 “巡演零号
站”、上海音乐厅“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声
音交互艺术体验大展”等，为演艺市场先行先试
的开拓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看演出前，不妨在咖啡厅小憩片刻，点一份
“红砖”套餐，或是前往艺术品商店或天猫旗舰
店，选购一只“积极分子专用包”编织袋、“倍儿

精神” 搪瓷杯。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向记者介绍，大剧
院在不断开辟新的体验空间的同时， 推出融红
色演出、主题展览、文创产品、文艺党课于一体
的“红色套餐”，让红色主题下的舞台艺术，与观
众的生活发生紧密的连结。 文创商品之外，“文
艺党课”也是“五分钟秒罄，手慢则无”的爆款。

正在一楼展出的《探寻申城舞台“红色密码”》主
题展览，马上将“穿”上二维码，迎来数字化的升
级，观展中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就能获得相关
丰富的历史视频、音频资料。上海大剧院还计划
开发“红色文艺”后台探班之旅，让“剧中人”亲
自担当历史的讲述者，并穿插小型表演，为参观
者带来更全方位、更沉浸的艺术体验。

“重视剧场数字化建设，提升数据汇集、分
析和应用，加强各种艺术手段运用，探索多业态
的经营模式———今天， 我们所做的这些探索都
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让艺术覆盖更多观众。 ”张
笑丁说，在策划并推出首季线上演艺产品“巡演
零号站”的过程中，剧院接触了很多年轻的线上
客群，和传统线下观众的喜好有所不同，他们对
先锋跨界又时尚类的文娱新产品更敏感、 更有
兴趣，如何把这批新观众带入剧场？上海大剧院

即将开始又一次新尝试： 把剧院八楼的望星空
宴会厅和一楼的咖啡厅打造成 “演艺新空间”，

未来，这些全新的演艺场景将成为“舞会戏剧”

“咖啡戏剧”的场地，成为如同外外百老汇一般
创意诞生的 “摇篮地 ”，打造一批小而美 、体量
轻、引领都市潮流的创新型演艺 IP。

“新空间演出”成为都市新
社交，释放票房之外的衍生商
业潜力

正如托举着纽约百老汇剧场庞大产业基座
的，是 500 多家散落在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的
中小演出场所， 上海在建设成为 “亚洲演艺之
都”的道路上，离不开剧目孵化、驻场演出和人
才培养的庞大体系， 需要富足的中小型演出空
间提供生存、发展土壤。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副
会长张余说：“‘新空间演出’有望成为上海演艺
行业金字塔的坚实塔底， 也为丰富多彩的都市
文化消费圈不断扩容、增量。 ”

开放户外场地打造成演艺新空间， 虽是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由于疫情影响开拓的新产品，

创立及运营还不到一年，却已经在观众和粉丝心目
中集聚了极高的人气，形成了“年轻、活力、开放、时
尚”的品牌定位。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2021春季户
外季”开幕前，吸引众多粉丝和演出商如同设计师
等待时装周一样等待着这一季的“新品发布堂”。新
一季的节目上，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生戏剧社团将
带着他们的作品登上这个轻松、 热烈的户外舞台，

展现上海青年戏剧的原生力量。

在苗江路上的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孩子们不仅
能看到剧院从国际、国内精挑细选的好戏，还能和
爸爸妈妈一起坐在明媚的日光下聆听一场广场音
乐会，或是一起准备好精美的书籍、玩具、鲜花……

打开私家车的后备厢，和小伙伴们共赴一场热热闹
闹的“大鲸鱼集市”。

“演艺新空间”被很多业内人士视为“剧场之
外的补充”，它更具市场灵活性，又可容纳更多新
形态的艺术形式， 其创新的商业形态和文旅商融
合的消费动能， 让市场看到了更多未来发展的前
景。自上海在全国范围内首创“演艺新空间”，两年
多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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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空间演出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发生了收入
模式的变化，从传统的完全票房收入，带动了相关
的衍生产品的收入。不久前，互联网票务平台大麦
网宣布进军内容制作， 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戏剧厂
牌“当然有戏”，上海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上海
的新空间演艺潜力无限。 ” 厂牌主理人李婧介绍
说，在百老汇有一个 1∶4 定律———1 元钱票房对应

4 元钱的衍生收入， 这个比例在中国大概是 1∶2，

“如果只看戏剧的衍生产品，这个比例大概是一比
零点几，还有极大的开发上升空间，未来，这部分
增量将很大程度体现在新空间演出上”。

譬如， 从去年诞生起就火爆上海的沉浸式音
乐剧《阿波罗尼亚》，在新空间演出模式上的创新
令人眼前一亮：吧台、卡座、酒箱都是座位，百分百
还原的实景酒吧模糊了舞台界限， 它既是戏剧演
出，也成了都市社交的新场合，释放票房之外的衍
生商业潜力。

近期，上海剧场行业第二次被列入了“上海市
文明行业”表彰名单，上海 35 家 50 个剧场共同成
为市级“行业文明”的优秀集体，上海剧场群已经
成为市民交口称赞的先进行业。韦芝告诉记者，为
更好提升服务质量，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将推动
行业常态性培训服务员、提升服务质量的“内训”

机制，打造更细腻更温情的剧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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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 《长恨歌》 演出期间， ?海话剧艺术中心剧场特设旗袍展示。

?图：伦敦大剧院现场高清录制的凯莉·霍普·弗莱切音乐会?线《巡演零号站》。

下图： 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演的黄梅戏 《共产党宣言》 剧照。 制图： 李洁

理想照耀下的荧屏青春之歌，好戏养人也育人
(?接第一版) 两人在一次次生死救援的考验中
相知 ， 被对方在各自 “战场 ” 展现出的忠贞
无畏所吸引 。 他们的爱情里 ， 有与今天年轻
人如出一辙的生活日常 ， 也有让人向往的共
赴理想 。

再看特警束文波与女记者阮青夏、 外科主任
邵宇寒与企业家邢克瑶 、 医生同学陈韬与许妍
姗， 他们各有各的相爱路径， 但相同的是对彼此
价值追求的相互赞赏 。 最终促成爱情开花结果
的 ， 亦是他们不约而同出现在社会最需要的地
方、 心有灵犀向着最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一
路走来， 他们在感情中互为明镜、 同甘共苦， 所
以有情人终成眷属， 留下了 “我着婚纱你扛枪”

“震中的爱情告白” 诸如此类最美剧照。 一切就
像一名网友所说： “同样的理想天空下， 这是我
们都向往的人生。”

以昂扬又动人的青春叙事，
塑造年轻演员的未来力量

以 “理想照耀中国 ” 之名 ， 已播和待播剧
里， 有一份朝气蓬勃的演员名单。

90 后的杨洋与黄景瑜 、 00 后的赵今麦是
《在一起》 里的平凡英雄； 90 后的白宇帆和黄尧
是 《山海情》 里事业爱情两不误的得宝和麦苗；

《觉醒年代》 中扮演陈延年与陈乔年兄弟的是 90

后的张晚意和 00 后的马启越。 精品剧里， 年轻

演员的表现亦可圈可点。

随着系列剧 《理想照耀中国》 逐渐披露阵
容， 王俊凯出演的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

彭小苒、 李兰迪演绎的乌兰牧骑， 吴磊出演的
爱国青年方大曾， 邓伦诠释的红旗渠精神， 张
艺兴饰演的熊大缜， 谭松韵饰演的王会悟， 秦
俊杰与蒋梦婕共谱陈毅安烈士夫妇的鹣鲽情
深， 以及王一博集编导演于一身所演绎的蒋先
云烈士事迹等， 更多角色引发观众期待。 加之
肖战主演的 《王牌部队》， 以及由陈晓、 赵樱
子、 张新成、 赵志伟等出演的 《百炼成钢》 等
剧， 无不是以青春底色勾勒青春叙事。

重大主题创作尤其是红色题材为什么要大

范围启用年轻演员？ 许多导演都说： 因为当年
救亡图存的不少是年轻人， 当年建设新中国的
奋斗者也有许多年轻人。 年轻人眼里的清澈与
希望， 由年轻人来演自然最是动人。

而重大主题创作又能让年轻人收获什么？

不妨看看曾经也是如此走来的 80 后们怎样说。

张桐是 《觉醒年代》 中李大钊的扮演者， 也是
第一个获得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 最佳男主角
的 80 后。 从 《亮剑》 开始， 他的演员生涯几
乎都在重大历史革命题材中度过。 专心沉潜于
红色主题， 他说： “能沉浸在一个个 ‘戏比天
大’ 的剧组里， 当演员从心理上、 身体上努力
靠近自己所塑造的英雄人物， 角色身上的力量

也会馈赠给演员本身。” 《觉醒年代》 拍摄中， 一
场外景戏至今让张桐念念不忘： “导演说， 想用李
大钊先生攀爬长城的外景， 象征他在革命中不断前
行摸索的历程。” 那是很陡的一处坡， 观众能直观
地看到李大钊为中国革命的出路不断求索， 一路披
荆斩棘。 而演员记得： “那是段野长城， 好多灌木
都已穿过石缝长出来了， 虽然拍得艰苦， 但心中油
然而生一种情绪， 会真切感受到我们的伟大历史，

感受到我们民族的精气神。”

还有 《大江大河》 系列之于王凯， 《山海情》

之于黄轩， 《隐秘而伟大》 之于李易峰……太多事
实已证明， 昂扬又动人的青春叙事里有着塑造未来
的宝贵力量； 英雄主义、 现实主义的书写中， 蕴藏
着流量的正向导航。 只要演员走得心无旁骛， 那些
从了不起的岁月与真实奋斗中投射而来的光， 会照
亮年轻人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