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浦区厦门路 133 地块房屋

征收范围（旧城区改建范围）已由

黄浦区人民政府确定。 根据《上海

市房屋租赁条例》规定，请下列公

房承租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配

偶和直系亲属， 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前与上海端正公房管理有限公

司南京东路街道物业服务中心接

待窗口联系 （地址： 定兴路 8 号

甲）。 逾期将视作无合法的房屋租

赁人， 公房管理单位将依法终止

房屋租赁关系并收回出租公房 ，

对房屋内的物品将视作废弃物进

行处理。

1.厦门路 161 弄 3 号底西中厢

上阁 10.20㎡，公房承租人：志成兴

厂

2. 厦门路 161 弄 44 号晒台搭

建 4.50㎡，公房承租人：邹凤英

3. 厦门路 161 弄 21 号二层后

楼 7.20㎡，公房承租人：徐炳坤

4.贵州路 290 弄 1 号底层中间

4.90㎡，公房承租人：陈小林

5. 浙江中路 599 弄 11 号二层

北中厢 7.80㎡，公房承租人：谢兆

麟

6. 浙江中路 599 弄 13 号底客

后间 10.40㎡，公房承租人：张英

7.浙江中路 599 弄 1 号弄口搭

建 3.5㎡、弄口搭建上阁 12.5㎡，公

房承租人：戴爱玉

8.北京东路 850 弄 5 号底层西

厢 7.80㎡、内阁 7.20㎡，公房承租

人：吴玉林

9. 贵州路 231 号三后间 9.00

㎡，公房承租人：唐秀珍

10. 厦门路 136 弄 26 号二亭

9.30㎡，公房承租人：高荣英

11. 厦门路 136 弄 9 号底扶梯

间 2.40㎡，公房承租人：李阿凤

12. 厦门路 144 号三层中后间

9.40㎡、 室内阁 9.20㎡， 公房承租

人：卢雅谷

13. 厦门路 220 号二层后楼

7.80㎡、 底层后间上阁 11.80㎡，公

房承租人：方立新

14. 厦门路 229 号三层阁 8.90

㎡，公房承租人：陈美玉

15.厦门路 230 弄 41 号底后客

阁 8.70㎡，公房承租人：费玉莲

16.厦门路 230 弄 45 号三前阁

14.80㎡，公房承租人：冯德霖

17.厦门路 230 弄 69 号二层后

楼 6.30㎡，公房承租人：方镇荣

18. 厦门路 241 号二层后楼

5.60㎡，公房承租人：莫可量

19.厦门路 243 弄 13 号二层后

楼 6.50㎡，公房承租人：杨明德

20.厦门路 161 弄 40 号二层前

楼上阁 5.90㎡，公房承租人：洪玲

娣

21.厦门路 161 弄 42 号二层后

楼 7.00㎡，公房承租人：邵一飞

22.浙江中路 583 弄 20 号底中

厢 9.00㎡，公房承租人：余达民

联系人 ： 张先生 ， 电话 ：

63277945

公房管理单位： 上海端正公房

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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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气里唠家常，慢综艺治愈快生活
“幸福！ 幸福！ ”在近期播出的《向

往的生活》里，黄磊端着一壶热茶，坐

在屋檐下对何炅美滋滋地说着。 尽管

简朴的乡村生活远不能和城市的五光

十色相比， 连拿个快递都要自己划船

过河， 但节目里嘉宾们这种远离都市

喧嚣、 在田园风光之中过着农家慢生

活的日子，依然让许多观众羡慕不已。

《向往的生活》虽然已经是第5季，

但最新网络评分依然有7.4分的不错

成绩； 同时各种新形式的慢综艺也不

断推陈出新，如近日上线的《50公里桃

花坞》首日播放量就超过1000万。对于

慢综艺节目成功的原因，昆明理工大学

卜紫肖认为：“在都市快节奏生活中，

人们易产生焦虑和紧张心理， 而慢综

艺的兴起和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文化转型、精神文明需求的助推。 ”

在烟火气中寻找心
灵的慰藉，慢综艺治愈
快生活中的烦躁不安

一档成功的综艺有多难做？ 找一

些艺人，让他们在农家生活中做饭、下

田、喂狗、聊天———2017年首播的《向

往的生活》迅速成为当年的爆款综艺，

直到如今还有着每集首播4000万以上

的播放量。 观众对慢综艺节目的需求

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投射， 希望摆

脱日常工作和生活， 在田园风光中恣

意享受宁静的时光。

相比《奔跑吧兄弟》这样强调对抗

性和胜负结果的节目， 慢综艺里没有

紧张的游戏环节或困难的任务， 而是

通过嘉宾间平和的生活状态、 自然交

流的对话以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打动

人心的治愈小故事来吸引观众。 例如

在《向往的生活》里，生活经验丰富的

黄磊和何炅领着大伙儿干活、做饭，张

艺兴裹上厚厚的军大衣去考拖拉机驾

驶证，张子枫怕冷穿上两双袜子，彭昱

畅穿着睡衣贴着面膜……观众看到艺

人们平时难得一见的日常状态， 听着

他们聊着生活中似曾相识的 “凡人琐

事”，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代入了乡

村中“安稳宁静的生活”，并从一个旁

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现实的人

生。在《50公里桃花坞》中，一方面宋丹

丹、 舒淇等15位嘉宾之间频繁出现的

“社死”场面让观众窃笑不已，另一方面

“距离都市50公里处共同打造一个世外

桃源”的节目愿景也让观众称羡不已。简

简单单的生活、平平常常的轻松，慢综艺

的慢节奏让人们从现实的快生活中舒缓

下来， 带给观众温暖和治愈的感受是此

类节目始终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展现人文关怀和传递
文化知识，承担起综艺节
目的社会责任

仅有三厘米长度却能弹奏的微缩乐

器和要用放大镜才能看的《清明上河图》

让观众为中国的巧匠们惊叹不已 ，“春

游”家族里小沈阳、贾玲等人的真诚交心

让观众既感动又好笑……慢综艺的题材

并不局限于“田园生活”，更多展现祖国

大美河山、 非遗文化的节目也受到观众

喜爱。 广州大学影像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孔令顺在《综艺娱乐：从野蛮生长到理性

发展》 一文中说道：“从浅层的简单娱乐

走向深度娱乐， 是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

展的一条重要出路， 同时也是所有综艺

娱乐节目对社会责任担负的必然要求。”

旅行、 做饭、 做农夫、 开餐厅、 开

客栈……各种形式各异的慢综艺节目，

在不同的环境中给观众带来新鲜奇观、

思想感悟与人文关怀。 如《青春环游记》

第二季开启 “旅游+游戏 ”新模式 ，让人

在欢笑中收获真诚和治愈 ；《哈哈哈哈

哈—很高兴遇到你》创新“公路喜剧”概

念，嘉宾半工半游，体验劳动者艰辛；《中

餐厅》第四季里嘉宾们登上游轮，以美食

美景致敬平凡英雄；《巧手神探》 聚焦手

作，呈现了面塑、刺绣、玉雕、木工等中国

传统技艺和匠心；《民宿里的中国》 探访

秘境，展现国人心中向往的生活方式。这

些形式各异的慢综艺节目在不断开掘历

史人文的广度和深度， 让观众得以增长

知识，收获情感共鸣。

不过， 慢综艺发展到如今也暴露出

不少问题。如同质化的节目较多，让观众

产生审美疲劳； 而不少嘉宾讲述的小故

事虽然动人，却不可避免重复，失去新鲜

感的观众会逐渐感到无聊； 有些节目组

为了制造新的看点 ， 也开始借助类似

KPI考核的套路，失去了“慢”的初衷，导

致观众也跟着“急”了起来。 要顶住收视

率的压力，维持好慢综艺的品质和初心，

恐怕慢综艺的节目制作方首先得让自己

的心境“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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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抹红， 它是冲破黑暗的熊

熊烈火， 它是迎风飘扬的党旗， 它是照亮前路的那颗

闪闪的红星。 昨天， 上海芭蕾舞团通过官方抖音号直

播原创芭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排练现场， 修改打磨

的新版作品初露端倪。 近一小时的直播里， 数万网友

进入直播间欣赏了序章群舞、 “埋伏”、 “映山红 ”

等精彩舞段。 “帅” “太美了” 等弹幕不断刷屏， 网

友们为演员全情投入磨练技艺的职业精神点赞： “芭

蕾诗性美的背后是最严苛的打磨与修炼。”

据悉， 上海芭蕾舞团的这场排练厅直播是 “五五

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周” 系列活动之一。 在 “品质

生活·云游艺海” 专题活动中， 上海沪剧院、 上海越

剧院、 上海淮剧团、 上海芭蕾舞团、 上海歌舞团等十

几家文艺院团， 在 7 天内进行上百小时的直播活动，

艺术家们则化身 “品质生活推荐官”， 引领网友走进

文艺院团幕后一探究竟。

昨天的直播中， 上芭首席演员吴虎生、 主要演员

戚冰雪等芭蕾舞者在排练厅里挥洒汗水， 上海芭蕾舞

团团长辛丽丽给演员们精抠动作细节： “身体绷紧，

有雕塑感！” “精神饱满， 眼睛睁大！” 直播结束后，

演员们就背起行囊， 踏上巡演路。 从首站山东临沂开

始， 芭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新一轮全国巡演将途经

山东青岛、 四川成都、 重庆、 甘肃兰州等地， 并于建

军节期间献演国家大剧院。

芭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首演于 2018 年 10 月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舞剧从红军战士潘冬子的视角徐

徐展开， 儿时的记忆与成年后的战斗相交织， 让他更

坚定信仰， 愿意为守护千千万万家庭而奋战。 20 年

前， 著名编舞家赵明创作的舞剧 《闪闪的红星》 用肢

体语言讲述了革命故事， 20 年后的芭蕾新作从精神

层面回望主人公潘冬子的心路历程。 这既是特点鲜明

的创作亮点， 又是艺术家自我突破的难点。 该舞剧目

前已上演 58 场， 今年计划巡演 30 场。 为呈现最佳舞

台效果， 上芭邀请主创团队继续修改打磨作品。 “目

前， 序幕部分已初步完成了修改———大幕拉开， 红五

星闪耀， 奠定整台作品的美学基调。” 赵明透露， 该

剧新一轮修改将在巡演途中完成， 涉及舞段、 音乐、

布景等。 “预计在国家大剧院完成主要修改部分， 10

月初上芭回到上海大剧院演出时， 芭蕾舞剧 《闪闪的

红星》 将呈现全新、 完整的面貌。”

原创芭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是革命精神和红色

情怀的延续 ， 是上芭人对芭蕾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

“《闪闪的红星》 以当代精神、 芭蕾语汇、 海派风格重

新演绎了红色经典。 它印证着上芭致力于探索中国芭

蕾创作的初心， 担负着当下艺术工作者对弘扬红色文

化、 革命情怀的重任。” 辛丽丽告诉记者， 青年演员

们在直播中呈现的一丝不苟是芭蕾训练的常态， 他们

满怀热情， 期待以这部 “饱含着爱与热血、 言说着炽

烈信仰” 的作品再创艺术辉煌。

文化 公告

“拖着行李箱来看戏”，
申城沉浸式舞台剧爆款频出

《阿波罗尼亚》一年超300场驻演场场爆满，一支更庞大的生力军正在集结———

每周八九场演出， 仍无法满足观

众对它的强烈需求———2020年下半

年， 一家开在市中心的沉浸式音乐剧

《阿波罗尼亚》悄然成为申城演艺市场

的爆款，已经驻演超过300场，场场座

无虚席。

作为市场先锋的《阿波罗尼亚》身

后，一支更庞大的生力军正在集结。短

短一年， 其驻演所在的汉口路亚洲大

厦早已别有洞天。在这栋大楼里，经过

重新定位为演艺开辟的“星空间”中已

有七个陆续迎来演出入驻， 集群效应

初步显现。每晚，亚洲大厦周边人头攒

动，熙熙攘攘，“拖着行李箱来看戏”的

年轻观众越来越多。

这个六月，“星空间” 将 “火力全

开”，七个剧场、七台不同类型的沉浸

式驻场演出、脱口秀将每天同时上演，

为上海夜间经济与品质生活注入新亮

点。就在昨晚，沉浸式音乐剧《灯塔》首

次点亮“星空间9号”。 “在没有明星和

流量加盟的情况下， 一部原创小剧场

音乐剧在开演前已经获得了80万元的

票房， 我对这部作品抱有很大的信心

和期待。 ”此剧联合出品方、上海亚华

湖剧院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阮豪说。

打破传统观演距
离，实景体验细节生动，
让观众“一秒入戏”

经过近一年的运营， 星空间连锁

演艺场馆已经成为沪上热门打卡地。

2020年8月，作为场地经营方的上海亚

华湖剧院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北

京“一台好戏”合作推出首部驻场环境

音乐剧《阿波罗尼亚》。 小剧场特有的

戏剧能量和感染力，在“阿波罗尼亚酒

吧”更加凝聚。 在这里，吧台、卡座、酒

箱都是观众座位区， 百分百还原的实

景酒吧模糊了舞台界限。

《阿波罗尼亚》大获成功后，“星空

间” 加速进军申城演艺市场， 仅半年

间，一连推出音乐剧《桑塔露琪亚》、客

厅话剧 《你好 ，Smith》、Live house《宇

宙大明星》等多台题材多样、风格前卫

的沉浸式剧目。“这些演出在网络平台

上的评分都在8分、9分上下，很多人是

因为《阿波罗尼亚》的口碑被吸引过来

的，‘星空间’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响

了知名度。 ”阮豪说。

沪上资深剧粉魏女士不久前刚观

看了“《阿波罗尼亚》的双子篇” 《桑

塔露琪亚 》。 她说自己一走进房间 ，

仿佛一秒穿越意大利， 舞美道具等细

节上的精致度和还原度很高。 “演出

前特别提醒观众不要伸腿， 因为演员

真的会绕着你走来走去的， 一抬头，

连他们的热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

坐在特定区域， 还会有演员来和你互

动， 这是在其他剧场中都不曾获得的

体验。”

还有长达十几分钟“近距离”的花

式返场，无论是《阿波罗尼亚》还是《桑

塔露琪亚》， 都能引来观众激动的鼓

掌、尖叫和充满活力的互动。 “因为演

出的样式新， 在创作过程中可以注入

各种新鲜的想法， 进行各种跨界融合

尝试，让演出呈现出更丰富、立体的质

感。”该剧联合出品方“一台好戏”制作

人汉坤希望， 每一位观众从踏入剧场

的第一刻起， 就能冲破时空与感官的

限制，与“舞台”融为一体。

从《不眠之夜》被引入中国开始，

“沉浸式体验”和环境戏剧就在深刻影

响本土舞台样式的发展， 并且逐渐突

破传统演艺领域， 不断与其他艺术样

式跨界融合。据悉，曾一度在本土登顶

爆款音乐剧的《危险游戏》也启动了沉

浸式版本的开发计划。 而综艺《这，就

是街舞》也在破圈而出，即将变身沉浸

式游感体验剧《消失的时间》，预计在

今年底与观众见面。

满足当代人消费心理
和社交需求，为文化生活
塑造更好的体验感

“《阿波罗尼亚》是2019年、2020年诞

生在上海的现象级演艺新品种， 不仅在

票房和口碑上一骑绝尘， 它最大的特点

是复购比例高达20%， 观众的粘性和忠

诚度很高。”大麦“当然有戏”厂牌主理人

李婧告诉记者， 类似沉浸式演出已经发

展到了100多个， 上海地区占绝大多数，

其中跨城观演比例高达40%。 很多观众

为了一部剧，可以反复看上几十次。

“音乐好听，剧情欢乐，让人逃离烦

恼两小时。 ” 本身也是演艺圈人士的兜

兜， 抱着好奇的心态走进这个粉丝口中

的“小酒馆”，没想到看完后欲罢不能，短

短半年间，已经数度“重刷”。 “看演出已

经不仅仅是坐在剧场里了。 ”兜兜说，和

传统演出不一样的是， 观众们可以举起

酒杯，无拘无束地回应台上的热烈气氛，

随着音乐一起律动摇摆。“《阿波罗尼亚》

的快乐是延伸到我的生活中的， 不会因

为一台演出的落幕而结束。”出于对同一

部作品的热爱， 剧迷们往往自发结成了

新的社交圈，从陌生到熟悉，互相成为了

对方新的伙伴。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张余认

为， 沉浸式演出打破传统观演距离的舞

台空间，“更贴近”“更融合”“更互动”的

体验感击中了当代观众的消费心理和社

交需求。诸多行业调查显示，女性消费者

已经成为演艺市场的中坚力量， 其中95

后，00后的这批年轻观众， 多具备高学

历、高粘度和高购买力的“三高”特点，愿

意陪伴她们喜爱的内容、演员、品牌共同

成长。如何才能让观众反复走进剧场？经

常变换演员阵容， 成为了此类作品保持

新鲜感的一大特点， 演员之间角色的互

换，不同的排列组合，往往能够碰撞出不

一样的精彩。而不断翻新的“卡司”，也为

培养和锻炼新生代音乐剧演员， 提供了

成长性的平台。

汉坤告诉记者， 沉浸式驻演舞台剧

在上海“演艺大世界”的成功，已经形成

了经验与模式， 准备复制到国内其他城

市。 音乐剧《阿波罗尼亚》将于今秋起同

时在成都、长沙、广州等地驻场，让这种

新型的演出体验成为更多城市的演艺新

业态。

■本报记者 卫中

综艺热点新观察系列之一

芭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排练现场。

张子枫在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里干起了农家活。

①沉 浸 式 音 乐 剧

《灯塔》。

②《阿波罗尼亚》双

子篇《桑塔露琪亚》剧照。

③客厅话剧《你好，

Smith》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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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宣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