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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剧场·可当代艺术中心、THE BOXX 城市乐园、

马兰花微剧场……昨天， 新一批10家演艺新空间单位

正式获得授牌， 这意味着上海演艺新空间总数已逾90

家，目前仍有多家特色餐饮空间、书店、酒店、咖啡馆等

文创空间向市演协提交申请书。 “可以预见的是，演艺

新空间年内可达百家！”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

无不自豪地说。

据上海市演协数据统计， 本市民营院团和街头艺

人年演出量均已破万。从演艺新空间增量提质，到上海

街头艺人成“街头明星”；从民营院团原创爆发，到上海

剧场行业实现市级文明行业“二连冠”……过去一年，

上海演出行业亮点频频，优秀的数据持续领跑全国。

民营院团：坚持主旋律创作，坚持扎
根基层，坚持创新发展

2020年演出场次超过1.6万场、全年收入超过2.5亿

元的上海民营院团，坚持主旋律创作，坚持扎根基层，

无论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是疫情带来的考验，始

终有勇有谋，有创新有成效地应对演艺市场的新挑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上海各民营院团为

创排红色题材作品，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与热情，诞生了

一批被频频“点赞”的原创佳作。 文慧沪剧团原创沪剧

《早春》刻画了一个鲜活的革命者“柔石”的形象，此剧

代表上海民营院团，入选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上海新东苑沪剧团沪

剧《飞越七号桥》取材解放战争真实历史，唱响了一支

烽火硝烟下的英雄赞歌， 日前在保利上海城市剧院再

度上演，同样收获掌声无数。

作为上半年中国音乐剧市场最大的爆点、 音乐剧

《赵氏孤儿》仍在全国巡演路上，所到之处掀起阵阵热

浪。徐俊戏剧艺术中心大胆碰撞东西方文化，将现代性

注入中国古典文本，创造性的改编赢得观众叫好。导演

徐俊说，音乐剧《赵氏孤儿》在创作之初就是按照精品

剧目的标准打造的，“音乐剧虽是舶来的艺术， 但本土

扎根日久，中国人可以很自信地用音乐剧来讲故事，这

个载体也完全可以成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阵地”。

上海现代人剧社则在新晋时尚地标 “上生·新所”

连续举办戏剧节，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演艺内容，为昔

日的海派建筑遗存书写了新的剧本， 也拓宽了民营院

团的经营思路。

街头艺人：充满正能量的“街头明星”

今天， 上海的街头艺人可以称得上是城市街头的

素人明星了。不久前的“七一”，他们在静安公园门口举

办的红歌演唱会感染了很多人。 在多个新冠疫苗接种

点也有他们卖力演出的身影。这是一支充满正能量、深

受市民百姓喜爱的城市艺人团队。近八年来，上海持证

街头艺人数量已达17批300人，2020年全年演出超过一

万场，为逾百万市民游客带来歌声与欢笑。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五五购物节”“六六夜生活

节”中，上海街艺团队在全市30多个点位同时铺开，完成100多场演出，成为上

海“文商旅融合”的一支文艺轻骑兵力量，受到市民观众的普遍赞扬。今年5月，

上海街艺与杭州联手，创建了首个“双城街艺节”，在长三角推出了又一个“上

海文化品牌”。

韦芝介绍说，目前上海街艺已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自治管理办法，他们有

组织、有计划、有监督、有措施，始终坚守街艺守则，形成了一支能体现“城市文

化软实力”的品牌团队。

演艺新空间呈现“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发展趋势

演艺新空间———这个全国首创的“N+演艺”模式开业内先河，通过两年的

经验探索，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跨行业、多业态发展之路。

据市演协数据显示，去年全市演艺新空间累计演出场次逾万场。截至今年

上半年，演艺新空间尚演谷的《不眠之夜》137场演出票房高达3111万元，具有

极强的商业潜力。与人民大舞台连通的亚洲大厦一连开发了九个演艺新空间。

首部驻场演出《阿波罗尼亚》自2020年8月首演至今已演出超过330场。

面对巨大的市场机遇， 越来越多的上海专业剧场也开辟出舞台之外的表

演空间，进军演艺新空间领域。 “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将成为下一个 ‘赛

程’。”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认为，演艺新空间将成为探索多业态发展的突

破口，有助于创新营运模式及演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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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所有迎难而上的人一缕温情
《我在他乡挺好的》拍出了现实主义的凌厉本色，也给出了对于人的体察与体恤

毫无征兆地，《我在他乡挺好的》

火了。几乎没有前期宣传，这部12集短

剧第一周登场， 已有超两万人打出了

8.4的高分。 不仅“叫好”声高，该剧也

很“叫座 ”，芒果TV平台数据 ，四集上

线七天，播放量已超2.5亿次。

没有名导、 名编剧和重磅级演员

加盟， 主创列表里最为观众熟悉的名

字是任素汐和白宇帆， 前者曾凭电影

《半个喜剧》 被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

角，后者因《山海情》马得宝一角入围

了白玉兰最佳男配角提名。 看起来朴

实无华的创作班底凭什么被观众预定

为今夏最佳之一？ “感同身受”是最重

要答案。

围绕乔夕辰、纪南嘉、许言、胡晶

晶四位小城姑娘，《我在他乡挺好的》

用大量接近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细节、

真实的情感逻辑、真实的人物状态，反

映了人在他乡、 拼在大都市的生活日

常。剧中有现实主义的凌厉本色，不掩

饰独在异乡各式各样的难， 也不讳言

人生路上层出不穷的坎，“懂你” 的创

作姿态造就了许多“漂一族”的共鸣，

观众看剧中人，就像看见了自己。但它

又不那么凌厉， 更不传递焦虑或者悲

观， 而是用许多个意料外情理中的细

节反转给了迎难而上的人一缕温情。

兼顾了对于 “人的处境” 的体察与体

恤，做到现实主义本分的作品，当然能

动人。

把人尽皆知的“异乡
打拼”诉诸真实的细节

“北上广深” 仿佛是个有魔力的

词， 每天都有年轻人为之挥别家乡踏

上旅途。大城市里机遇无限，挑战也无

限。 于是，“漂一族”的坚强外表下，总

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难。漫长的通勤、

糟心的租房、职场竞争、孤独感等等，

这些都是出门在外时的生活常态、人

之常情， 也都或多或少曾被都市剧描

摹。《我在他乡挺好的》能突围，不在乎

剧中开创性地观照到了哪些逆境，而

是在乎剧本把高度概括性的词条诉诸

于逼近真实的细节，质朴又贴切。

上班早高峰， 胡晶晶在地铁里都

快被挤成沙丁鱼了。 一抬头， 有人正

大口嚼着包子 ， 眼看着馅儿摇摇欲

坠， 姑娘没开口， 只是悄悄蹙眉。 身

边的老太太被上下车的人潮冲得踉踉

跄跄， 她伸手扶了一把， 同样不吭一

声。 寥寥几个镜头， 早高峰时北京地

铁通勤的典型场景， 被弹幕里认证为

“我的日常”。

不仅通勤路上逼真得像是纪实镜

头，异乡租房的难题，也唤醒了不少观

众离乡奋斗时的共同记忆。 房东找上

门，乔夕辰才知黑中介私吞半年房租，

闹到派出所， 姑娘最终只得了三天搬

家的余地，钱和房都没了着落。纪南嘉

算是四个女孩中事业有成的一名，创

业开公司，住在繁华地段，可一次卫生

间漏水事件后， 找不到业主授权修缮

的难题照样生生困住了她。 因为 “租

房”而生出的无尽琐碎烦恼，是剧中人

的， 也是荧屏前无数普通人感同身受

着的。

“懂你”的更多细节还散落在剧中

的职场戏。 胡晶晶是旅游公司产品开

发部一员，总能兢兢业业按时完工，偏

偏在生日当天被人事约谈需要她自动

辞职。 冠冕堂皇的说辞是 “加班不努

力”，潜台词却是“不如旁人有人脉”，

人事好一番挖空心思， 不过是为了省

下一笔赔偿金。 乔夕辰供职于一家咖

啡公司市场部。 销售总监宁姐正给部

门开会商讨秋季新品发布， 说话间羊

水破裂， 被送上救护车前最后一句话

仍在嘱咐工作。可转身，公司提前安排

的新总监下午就走马上任，无缝对接，

快得如同大城市的发展节拍。 大城市

的企业竞争，对异乡人、本土人，一样

犀利一样狠。

谁不曾离开家乡在人生地不熟的

地方过着“独当一面”的生活，谁又不

是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着长大的，所以，

当剧中没有“主角光环”的女孩们难免

被生活扬起的尘土呛到， 当她们平平

无奇的工作生活里没能天降“贵人”出

手相助， 观众相信， 在异乡寻找安全

感、在人群中寻找归属感的她们，就是

我们。 《我在他乡挺好的》之所以为人

称道， 第一步便是用一件又一件生活

中可察的小事积攒出了一句“懂你”。

用最朴素的情意为生
活的“苦咖啡”加一颗糖

按人设来看，《我在他乡挺好的》没

有太多戏剧化的、 足够炸裂热搜话题的

标签。 故事里的主角都是勤勤恳恳的打

工人，“北漂”“奋斗”“普通” 是他们的共

性。但也不可否认，故事一开局就是极其

戏剧化的暴击：胡晶晶从天桥一跃而下，

生日成了忌日。

怎样从平淡生活激出故事的魅力，

怎样让极端的桥段不落入狗血套路， 奏

效的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

胡晶晶的意外离世， 不仅令闺蜜错

愕， 也令观众措手不及。 为让人物取信

于观众， 剧作从真实的情感逻辑、 平实

的生活细节入手， 通过闺蜜们的追寻，

以逝者的生活痕迹拼凑出了一个活生生

的人。 她像极了真实世界中的许多人，

外表不那么出众， 但心地善良、 个性爽

朗， 愿为朋友挺身而出， 却在自己遇上

难处时宁可独自消化。 直到意外降临，

身边人才蓦然惊觉， 原来她或他还有许

多秘密。 也是依靠逻辑自洽的推导， 剧

本用胡晶晶的悲剧诠释了让人唏嘘的

成年人的崩溃， 看似在瞬间突发， 实则

在坚强的外表下早已有漫长的负面情绪

累积。

可以说， 《我在他乡挺好的》 直面

了生活中的难， 由此触及了万千人心。

更难得的是， 剧本不用 “难上加难” 来

制造焦虑， 许多时候， 该剧表现出一种

中正平和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 用最朴

素的情意为每个人生活中可能品尝到的

“苦咖啡”， 加了一颗糖。

远在家乡的妈妈心疼加班的女儿，

给乔夕辰发了微信红包让她打车回家，

几十块钱的小红包里饱含亲情。 五年来

随访的医生心疼 “工作狂” 纪南嘉， 明

明是肿瘤的主刀大夫与患者， 却处出了

姐妹般的情分。 平时不算深交的同事也

有出其不意的惊喜， 乔夕辰独自在仓库

熬夜加班， 不约而同地 “恰巧” 路过，

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按 “办公室

政治” 似乎要针对的新上司也给出意料

之外的温柔， 原来他早就撞破了下属因

闺蜜离去而遭受的巨大苦楚， 原来他的

每一次 “你好好休息” 不带弦外之音。

剧作用一次次小反转烘托出身边人的真

心， 为困境中人送去些许安慰。 不止于

此， 剧里还有许多素昧平生者也给出了

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的 “小确幸”： 第

一次见面的警察从身份证知悉了胡晶晶

生日， 那句 “生日快乐” 一定在她生命

最后时分留下过暖意； 搬家的师傅 “顺

手” 帮忙修好坏了的行李箱， 微不足道

的善意其实能照亮别人很长一段路。

导演李漠说： “剧中每个角色都是

带着梦想与希望在努力生活， 也希望传

递给观众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或逆境， 都

能更坚强地生活下去 ， 对生活充满希

望。” 就像剧中有句台词， 他乡打拼当

然有种种难， 有千万个理由让人却步，

但留下， 只需要一个理由， “这座包容

的城市里， 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文化

泰特、蓬皮杜们为何纷纷抢滩上海办展
这个夏天，海外艺术“顶流”正在抢

滩登陆上海， 一次又一次点燃大众对于

精神文化生活的憧憬———继“扎哈·哈迪

德建筑事务所特展” 到访艺仓美术馆，

“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胡安·米罗：女

人·小鸟·星星”为浦东美术馆揭幕，西岸

美术馆今天迎来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

合作的第二个大型常设展 “万物的声

音”；三天后，迄今中国最大规模的夏加

尔作品巡展将登陆上海久事美术馆；再

过12天，“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意大

利卡拉拉学院藏品展” 将现身外滩壹号

美术馆……事实上， 海外艺术名家名馆

特展于申城举办的高频次，近几年渐渐常

态化，成为上海艺术生态乃至上海城市文

化软实力中引人注目的一块“拼图”。

是什么让海外艺术名家名馆对上海

情有独钟，纷纷远渡重洋前来办展？显见

的答案， 藏在一个个展览的举办地———

这座城市太多各美其美、 富于魅力的艺

术展馆里。无形之中将这个问号拉直的，

更有由城市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所形成

的强大“引力场”。 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

院院长孔达达告诉记者：“上海打造国际

艺术品交易中心、 国际级艺术都市的构

架已逐步凸显优势， 加上中国在防疫方

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国外看来，中国

上海提供了一个既有活力又安全的国际

艺术平台。 ”

“硬核”的艺术展馆自
带弧光，与世界一流艺术
展品彼此辉映

大大小小的艺术展馆星罗棋布于上

海， 仅官方登记在册的美术馆就多达近

百个。 它们在水边、云间、街巷、乡野，其

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寸土寸金的城市C

位， 具备承接海外艺术名家名馆特展的

“硬核”实力。 这种实力不仅仅指展馆在

温度、湿度、安保条件等方面达到的国际

通行标准，也来自建筑的魅力、空间的魅

力，它们像一剂催化剂，悄然放大着所展

艺术品的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流

的艺术展馆与一流的艺术展品正是相

互成就、彼此辉映的。

13个展厅、总计超过1万平方米展

览面积、6个可容纳不同尺寸展品的仓

库、 全馆配备24小时中央集成恒温恒

湿系统……这些“硬指标”都确保新近

启幕的浦东美术馆能够满足多规格、

高品质的展品展览需求。 成为“顶流”

艺展的举办地， 承接全世界最珍贵的

艺术品及文物， 正是这家伫立于陆家

嘴 “诗歌级位置” 的美术馆建立的初

心。其四大重磅开馆展令人惊艳，例如

与泰特美术馆合作的“光：泰特美术馆

珍藏展”，包括镇馆之宝《奥菲莉娅》在内

的百余件珍贵藏品中，不少是首次走出泰

特； 米罗美术馆则带来迄今为止在中国

最大的胡安·米罗展“胡安·米罗：女人·

小鸟·星星”。在这里，海外顶级美术馆珍

贵藏品不出借给新馆的惯例得以打破。

与标准化一流展陈条件比翼齐飞

的， 是上海多家艺术展馆提供的个性化

展陈空间。 这得说到各美其美的艺术展

馆建筑及空间本身。例如，由原南市发电

厂变身而来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坐

拥一座高达165米的大烟囱。在这一超酷

的展览空间， 已故法国艺术大师波尔坦

斯基2018年举办中国首次个展“忆所”时

为其量身定制了作品《心》，一盏灯泡随

着心跳的节奏在通天塔里摇摆闪烁、忽

明忽暗，给了许多观众独特的体验。在由

原北票码头更新而来的龙美术馆西岸

馆， 有着弧形天顶的超敞阔主展厅和阶

梯展厅让不少艺术名家兴奋不已。 2016

年有“当代艺术达·芬奇”之誉的奥拉维

尔·埃利亚松至此办展时，即创作了《开

放的金字塔》 等几件大型场域特定装置

作品。 而这场展览的观众之中，就有“全

球最贵在世艺术家”杰夫·昆斯，他当即

感叹展览呈现出的空间与作品的对话耐

人寻味，似有无限可能性。贯通地下一层

至地上四层的34米中央展厅“X”和面向

外滩、安置整面高反光LED屏幕的镜厅，

则均为浦东美术馆全球首创的特殊展示

空间。而吸引蒙克、夏加尔等特展接踵而

至的久事美术馆，曾迎来莫奈《日出·印

象》特展、莫奈和印象派大师特展等的外

滩壹号美术馆，其所处的外滩历史建筑，

本就是一道值得一再品味的风景。

贴心且优质的软实力
润物无声，由此升腾的艺术
氛围让这座城值得被向往

最近几年， 海外艺术名家名馆特展

在上海形成常态化的同时， 频次越来越

高日益显见。 不少海外知名美术馆与上

海艺术展馆的合作不止一次， 正越来越

具有可持续性。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正

向循环的形成， 与申城许多艺术展馆同

样堪称一流的运营能力、 公共服务模式

等紧密相连， 而背后正是上海朝着国际

艺术品交易中心奋力迈进过程中所逐步

构筑起的健全、蓬勃的艺术生态，是城市

文化软实力所赋予的底气。“上海跻身国

际艺术品交易中心的蓝图已具雏形，海

外艺术名家名馆对于上海的情有独钟，

就是颇具说服力的印证。 ”孔达达指出。

随着“万物的声音”揭幕，西岸美术

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的进度条

划过三分之一。一年半以来，西岸美术馆

没有辜负蓬皮杜带来的太多珍贵馆藏，

竭尽所能地创新公众教育方式， 让 “顶

流”艺术展品抵达更广阔的观众。 例如，

围绕正在举办的“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

基”特展，馆方就在常规公众导览以外推

出分龄导览，如内容通俗化、生活化、趣

味化的长者导览， 鼓励自主探索的儿童

专场导览， 适合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英

语导览，邂逅式的快闪导览。 “我们正在

双赢”，这样的判断，来自巴黎蓬皮杜中

心前主席塞尔日·拉斯维涅。

尽管初出茅庐， 浦东美术馆与泰特

美术馆在合作中也已赢得外方的尊重。

受疫情影响，开馆展“光：泰特美术馆珍

藏展”不得不以“云布展”的方式在展馆

现场推进，这考验着双方的默契。隔着时

差，双方的每一次现场连线只能在晚上进

行，中方每为一件作品调整好具体位置，都

会拍下照片视频、写明报告发给外方。泰

特美术馆馆长玛利亚·巴尔肖表示：“很

高兴能与来自上海的同行亲密合作。 ”

■聚焦海外艺术名家名馆特展（上）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我在他乡挺好的》用大量接近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细节、真实的情感逻辑、真实的人物状态，反映了人在他乡、拼在

大都市的生活日常。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合作的

“万物的声音”展览现场。

荨荩浦东美术馆“光：泰特美术馆珍

藏展”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