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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具有标识度影响力的驻场演艺，上海下一步怎么走？
嘉宾：马晨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 许霈霖（《石库门的笑声》制作人） 陶辛（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采访：童薇菁（本报记者）

文化， 是塑造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
体。 如何让游客为了看一部剧、 一场戏
来到上海， 留在上海？ 本月以来， 上海
各大院团、 剧场齐齐发力， 一大波驻演
项目纷纷落地 ， 使红色文化 、 海派文
化、 江南文化在交相辉映中加速上海打
造亚洲演艺之都。

日前， 上海原创舞剧 《朱鹮》 首轮
驻场完美收官， 它和另一部现象级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 一起 ， “驻场+巡
演” 双线并进， 半年内演出规模将达到

165 场 。 而海派滑稽戏 《石库门的笑
声》 在演艺大世界的阶段性驻演， 两年
多来已突破 103 场； 在仅 500 米之隔的
“亚洲大厦”， 小剧场音乐剧驻演风生水
起， 为八个演艺新空间定制的沉浸式演
出， 吸引各地观众拖着行李箱来看戏；

毗邻陆家嘴滨江水岸的 1862 时尚艺术
中心， 也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启话剧 《深
渊》 《金钱世界》 的短期驻演……

此外， 上海还有大型杂技秀 《时空
之旅》 13 年 5003 场次 6.2 亿元的历史
佳绩， 沉浸式戏剧 《不眠之夜》 深耕细
分市场五年， 场次突破 1200 场， 观众
超 40 万， 票房收入 2.68 亿元的成功经
验样本。 一路走来， 上海的驻场演艺总
是以充满创新的节奏步伐， 走在市场发
展的前列。 纵观全球， 伦敦西区有音乐
剧 《猫》 《悲惨世界》， 美国百老汇有
音乐剧 《狮子王》， 日本有宝冢歌舞团，

成功的商业驻场演出不仅催动着一部作
品从 “爆款” 走向经典化、 大众化， 为
文化产业注入新动能， 更成为城市实力
与形象的 “代言人”， 近悦远来， 宾客
纷至。

毫无疑问， 打造驻演经济是上海建
设亚洲演艺之都的必然追求。 如何根植
上海特色， 打造具有国际水准、 领先全
国的驻场演艺项目？ 本报特邀上海文广
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 、 《石库门的笑
声》 制作人许霈霖和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陶辛等业界资深代表， 以 “圆桌谈” 的
形式展开探讨， 共话当下与未来。

希望上海歌舞团未来能
成为像日本宝冢一样的名团，
演《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
也演《天边的红云》《野斑马》，
想要看上海歌舞团的作品，就
要来上海

文汇报： 我们以上海现有的几部驻

场演出举例 （杂技剧 《时空之旅》、 沉

浸式戏剧 《不眠之夜》、 舞剧 《永不消

逝的电波》 《朱鹮》、 滑稽戏 《石库门

的笑声》）， 在认识上， 它们和百老汇、

西区流行的驻场演出概念相同吗？

陶辛： 驻场演出本身就是国际演艺
行业通行做法之一， 前提是需要积累一
批有相当质量和品牌影响力的作品， 要
经得起长时间的市场考验。 我们今天大
力推行驻场演艺模式， 毫无疑问将倒逼
艺术行业的创作。 做驻场演艺首先应该

是作品上的追求， 经济是第二位的，

能把更多经典剧目、 优秀剧目呈现给
观众， 这是演艺行业存在的最重要的
价值。

马晨骋： 当下上海驻场演出的作
品多为文广演艺集团出品， 但定位并
不相同： 《时空之旅》 是旅游秀， 受
众定位是旅游人群， 他们为了领略一
座城市来看一个秀。 《不眠之夜》 则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 每场观演人
数不多， 350 人左右， 主打的是类型
戏剧的粉丝 ， 在小范围内非常受关
注。 《不眠之夜》 的受众是非常垂直
的， 我们深耕的是细分市场。

而正式驻演美琪的舞剧 《永不消
逝的电波》 就很不一样了。 它是一部
非常成功的被全国人民所知晓 、 喜
爱的艺术作品 ， 有大众化 、 商业化
的良好基础 ， 上海的红色文化 、 海
派文化 、 江南文化也尽在其中 。 它
吸引的是剧场爱好者、 旅游爱好者，

包括对上海有所期待 、 希望来领略
上海文化的这么一批观众 。 如今 ，

《永不消逝的电波》 已经被视作上海
文化的标志性品牌符号之一， 我们也
希望上海歌舞团未来能成为像日本宝
冢一样的名团。 它既演 《永不消逝的

电波 》， 也演 《朱鹮 》 《天边的红云 》

《野斑马》， 想要看上海歌舞团的作品，

就要来上海。

许霈霖： 现在提出的驻场概念， 从
经营形态和规模上与百老汇、 西区还是
有所区别的。 目前， 国内经得起驻场的
原创剧目凤毛麟角， 与百老汇动辄数千
场的驻场演出相比， 还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发展起步较晚， 但胜在平台宽广，

潜力巨大。 譬如 《时空之旅》 《不眠之
夜》 已经真正起到了驻演的效果， 从作
品出发， 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格局， 也引
领了市场创作的风向。 最近有不少观众
期待 《石库门的笑声》 能够成为驻演作
品， 但我必须客观地说， 《石库门的笑
声》 还是在坚持 “月月有演出” 这么一
个概念， 只能算是阶段性驻场， 还达不
到像国外这种驻场演出的标准和级别。

最初开票时 ， 大概七到十天左右就能
把放出的票消化掉 ， 但一个月接着一
个月 ， 出票速度不断放慢 。 我们冷静
地分析一下， 上海虽有 2400 多万人口，

但这千万级人口里， 喜欢上海滑稽戏的
有多少？ 愿意买票进剧场的有多少？ 能
够承受 380 元、 580 元文化消费的人又
有多少？ 驻场演出， 一定不能只靠本地
观众。

驻演产品“品控”非常重
要，要保证第100场和第一场
的演出水准一样，让每场观众
都满载而归

文汇报： 驻场演出是形成品牌的必

经之路。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达到驻演的

要求，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许霈霖：市场在哪里，观众群能不能
持续， 是所有驻场演出要面对的最大考
验。我们在创作《石库门的笑声》之初，也
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能够演到 100 多
场。 我们比较自豪的是，看《石库门的笑
声》的观众都是自己掏钱买票的。然而我
们也已经走入了一个要居安思危的现
状。毛猛达、沈荣海两位演员的年龄加起
来超过 130 岁了，我也 70 多岁了，两位
先生现在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我们
也一直在打磨剧本，紧跟时事热点，比如
“05 后” 上海小英雄盛晓涵，《石库门的
笑声》就第一时间把他请到剧场、请上舞
台，我们也在抗疫阶段积极做公益演出，

动用了我们所有的力量。 作品要常演常
新，对内容创作的要求非常高。

还有一个要素是专业人才。 天蟾逸
夫舞台历史上有一位经理叫吕金虎，这
位吕经理在剧院一待就是大半辈子，直
到退休以后还经常在剧场里帮忙做事。

请哪位演员来演，演什么剧会火，节目与
节目之间怎么搭配，他心里有一本谱呢。

做艺术管理的人，必须具备管理的艺术，

他得对这个剧场有感情。

马晨骋： 作品的艺术定位、 市场定
位、宣传定位都需要通盘考虑。 《不眠之
夜》一年差不多十万观众，我必须把十万
张演出票销售出去， 那么就必须要让目
标观众都知道在上海有这部演出， 同时
还要吸引他们到上海来， 还有市内观众
愿不愿意来二刷、三刷呢？和长演剧目不
同的是，驻场演出更考验“内力”。一部作
品的核心还是在于它的艺术创作， 如果
达不到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艺
术水准的话，做起来就非常难，因为观众
最终是用他的眼光去投票的。 这个戏他
看了觉得不好，给你一个差评，后边的观
众肯定是不来了。

因此，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
是产品的“品控”。 观众和演员都是会疲
劳的， 怎么能够保证第一场和第 100 场
演出的水准一样？所以不仅仅是卖票，而
是卖出去的票你得负责， 让观众看了之

后满载而归。好的驻场演出，由于它的持
续影响力，就会形成溢出效应，容易形成
文化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激励
文化产业的积极生产。

艺术舞台能见度和营商
环境配套发展，是聚集优秀人
才和优秀剧目长期驻场的基
础，也是城市软实力最佳体现

文汇报：这次《永不消逝的电波》驻

演版向全国舞蹈演员发出 “招募令”，短

短几天就收到了几百名舞者报名， 这是

一个积极的信号。

马晨骋： 我们参考了全国各个团的
标准，给出的条件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听
到很多演员说，“我能够到上海来演出很
兴奋”。 打造《不眠之夜》时也一样，我们
聘请了很多外籍和外地演员， 他们签完
一个合同都愿意续约， 正是看中了上海
这座城市提供的机遇和前景。 上海赋予
了一个艺术作品能够长期演出的基础，

让更多专业人士愿意留在上海， 这是这
座城市的“软实力”。 驻场演出需要大量
的运营人才、演出人才和制作人员，来不
断地为这个作品赋能， 上海已经很有吸
引力，成功地发掘人才，用好人才，我们
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去把这件事做好。

文汇报： 驻场演艺经济溢出效应显

著，有案例显示，好的驻场剧目能让周边

商业价值连翻三倍？

马晨骋：文化可以为其他产业赋能。

譬如《不眠之夜》其实是打造了“1+N”这
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通过一个秀带动了
周边的餐饮和住宿， 这些业态都因为它
的到来而变得更有价值。 《不眠之夜》剧
院旁边的雅朵酒店，房间并不大，也算不
上五星级标准，但它房间一晚上的价格，

与对面五星级的瑞吉酒店相差不大。 即
便如此，每天晚上依然被全部订满，这证
明了文化演艺项目能给其他产业赋能。

再比如租金，戏剧《不眠之夜》所在
的北京西路江宁路路口， 以前项目没有
落地的时候， 商铺的租金单价基本是每
日每平方米 4 到 5 元，宣布《不眠之夜》

项目启动后，租金就涨到 8 元左右，现在
基本都稳定在 12 元到 15 元。 做驻场演
艺不仅仅是文化产业的生意， 更是加速
产业融合的过程， 是上海提升整个城市
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杠杆。

文汇报：在打造驻场演艺过程中，如

何充分发掘、整合剧场、剧团和各类演出

市场主体要素的资源优势？此外，城市旅

游和相关配套建设可以提供哪些支持？

马晨骋：今天，机场，火车站和地铁
里铺天盖地都是名包名表的广告， 我们
（演出）没有那么高的预算去做这样的宣
传。 但实际上，外地的游客、过路客可能
一下飞机、一下火车就被演出“种草”了。

演艺和舞台， 代表一座城市的精神和气
质，是一国文化的“高级呈现”，希望这些
高价格的宣传阵地也能给我们演出一些
空间。 纽约和伦敦地铁站里都是文化演
出的广告，这种氛围是需要积极营造的。

《再见爱人》：“在婚姻中各自孤单”之后，如何再见
徐亚萍

《再见爱人》是湖南广电原创的一档
以离婚为议题的观察类真人秀节目，目
前已经播出两期。 节目的主体是三对夫
妻，他们早已离婚、刚刚离婚或者正在商
议离婚， 曾经拥有或者还在经历矛盾和
危机。在节目的总体设定中，不愿见面或
不再见面的三对夫妻，加入一次18天脱
离生活常轨的旅行。在中国西北部景区，

他们驾驶房车慢行于雪山牧场环绕的草
原，完成一些节目设定的任务。任务设定
出新的情境和相处的秩序，让亲密生活的
解体带来的改变，成为接受省思的对象。

电影中的公路片， 是一种在陌生而
高度集中的连续经验中， 发现自我和世
界的关系、获得崭新认识的叙事。虽然与
《妻子的浪漫旅行》 一样，《再见爱人》也
采取集体出游的公路片叙事， 但离婚的
夫妻重逢于广袤原野，设定性更明显、介
入性更强， 也因此更直接地逼近当代社
会都市人的道德问题和存在主义危机。

《再见爱人》在节目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探
入心理本质的意图：它试图创造一种“直
面的深度”，让都市人在惯性日常中有意
忽略的问题暴露出来。 这些问题不只关
于婚姻，但影响了婚姻。

如果婚姻关系如旋
律，其中有和声的理想，也
有对位的张力

这些问题是什么呢？透过“限时一分
钟的拥抱”可以管窥一二。王秋实和朱雅
琼是一对处于离婚“冷静期”的夫妻。 王

秋实是一名从事创意劳动的职业编剧，

职业特点是弹性的工作制度，换句话说，

只要醒着就在构思和写作， 每一分钟都
在工作，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是暧昧的。这
导致他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惯性工
作状态，执着于自律的原则。 也意味着，

如果王秋实无法成熟地区分工作和生活
的界限， 无法游刃有余地在不同模式间
切换，伴侣的情感邀约就会变成压力。在
工作焦灼时，亲密的他人变成了“地狱”，

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中充满了有意无
意的冷漠甚至暴力。

朱雅琼回忆，在王秋实“自闭式”工
作的时候，她敲门进去想抱一抱对方，却
遭到嫌弃。在限时一分钟拥抱的尾声，王
秋实会拍一拍朱雅琼的肩说“一分钟结束
了，你可以出去了”。在这段关系中，一方
试图在对方目光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和价
值， 而另一方则以自身对轻重缓急的价
值排序，设置游戏规则，评判对方的要求。

节目中可见，出现问题的婚姻是“我
的世界 ”和 “她/他的世界 ”之间在节奏
上的不匹配。 “我”和“她/他”就像是不
同的声部，沿着各自的纵向轨迹运行，在
横向上对位，这带来张力，让参与者觉得
苦恼： 如果不能拧成一个纵向上高度匹
配的主旋律和声，婚姻就维持不下去了。

“再见”，也是在一个
新的共同世界中同步经历

在离开生活常轨的景区， 节目试图
创造新的运行秩序。 行驶在各自轨道上

的参与者与旁观者， 曾经步调不一致的
夫妻，开始同步地经历、回忆、思考。由于
节目创造的一些契机， 旁观者变成了当
事人、 当事人从旁观的视角看待曾经的
自己和亲密的他者， 重新认识自己和他
人的差异。 正如节目的英文译名 ：See

you again，“再见 ，爱人 ”的另一层含
义———“我的世界”和“她/他的世界”之
间，正在重新建立情感联结。

在创造一个新的共同的世界这个语
境中，参与者专注于彼此的回应和节奏。

在第二期的设定情境中， 三对夫妻都要
完成一个新的任务：攀登悬崖峭壁、走过
“吊桥”，共同进退。郭柯宇和章贺的对位
关系在此获得揭示和处理。 表面上看起
来，夫妻不同步的张力是作息不一致、生
活习惯不协调甚至观念不和带来的矛
盾；但在“吊桥”情境中，节目想让旁观者
意识到， 真正导致婚姻危机的原因是交
流的不充分，而交流之所以无效，是因为
对他人的不在乎———“我的世界他进不
来，他的世界我也不太想去”。 如何与亲
密的他人共同生活的问题， 归根到底是
如何看到并尊重各自的差异的问题。 郭
柯宇和章贺“在婚姻中各自孤单”，试图
用忘记他人的方法规避问题， 交流变得
没有意义。

真人秀提供了让每个
旁观者都涉身其中、安置
自身经验的情动脚本

有时候，正是因为交流的失败，才让

我们意识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异，当
我们尊重这个前提， 接受交流是以差异
为基础的；此时，交流就出于爱，而爱是
一种播撒，是不考虑收效的。这也许是节
目中“悬崖上呼唤爱人”这个段落对旁观
者传达的真正涵义： 当章贺艰难地克服
恐高、爬上峭壁上的吊桥后，在吊桥上对
群山呼喊：“郭柯宇， 过去的十年， 感谢
你。 未来的日子，过成你想过的样子，我
也是，我也要过成我想过的样子。 ”———

这是节目播出后最动人的高光时刻，因
为它是一种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让对方理
解的有力的交流。

由此， 真人秀提供了一个让每个旁
观者都涉身其中、 安置自身经验的情动
脚本。这些经验关乎自由和契约责任，关
乎自我教育和“社会时钟”的节奏。 离婚
后的重逢， 成为一种处理自我与他人社
会关系的高度浓缩的景观， 在旁观自己
和他人的时候，参与者务实地回到婚姻、

回到与他人的关系： 好听的旋律不一定
是和声，对位的音乐也是美的，共同的节
奏不一定以一致为前提， 而获得共同的
节奏，首先要承认差异而不是压抑差异。

与其他观察类真人秀一样，《再见爱
人》也在场景性的观察记录之外，对每个
参与者的即时经历和心路进行回访，同
时配合“观察团”的讨论，将当事人在情
境中的不自觉流露， 放在纵横交错的目
光之下。 可以说观察团是嵌入真人秀文
本的观众，观众的参与，则共同搭建了共
性表征。 比如“社会时钟”“大男子主义”

“牺牲”“依恋关系”“沟通方式” 等话题，

将节目延伸为自我诊疗和情感诊疗。

近年来， 有关婚姻关系和离婚议题
的影视产品逐渐增多， 这既体现也在构
成一种新的集体社会经验———如何在财
产、养老等传统的功能之外，重新思考亲
密关系的得失， 理性地想象自我与他人
的共同生活。 而成为公共叙事，《再见爱
人》 或许也能体现真人秀节目的这一潜
在价值。（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
学院副教授）

在真人秀设定的情境里，已经离婚的章贺在悬空的吊

桥上喊出：“郭柯宇，过去的十年，感谢你！未来的日子，过

成你想过的样子! 我也是，我也要过成我想过的样子！”《再

见爱人》的这一幕，让嘉宾落泪，弹幕中无数网友也瞬间

“破防”了

《再见爱人》试图创造一种“直面的深度”，让都市人在惯性日常中有意忽

略的问题暴露出来。 这些问题不只关于婚姻，但影响了婚姻。 图为剧照。

①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

②海派滑稽戏《石库门的笑声》。

③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制图：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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