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上芭“云舞台”为何收获近190万个点赞？
特殊“云考核”“云课堂”打造爆款新模式

钢琴伴奏声悠然，26位芭蕾舞演员用足尖在

空中勾画出美妙的律动。昨天上午9点半，上海芭

蕾舞团官方抖音账号等多个网络平台 ， 直播了

2021年度业务考核。镜头前，考官们为演员的专业

能力打分；镜头背后，数以万计的网友围观这场特

殊的“云考核”。

据悉，上海芭蕾舞团的“云舞台”探索之路始

于去年的“艺起前行”活动，目前短视频更新已经

从“试水”变为常态。截至昨日，上海芭蕾舞团仅在

抖音平台的粉丝数已达46.5万， 收获网友189.5万

个点赞，最高单一视频播放量超1400万。

上海芭蕾舞团发力“云舞台”的同时，线下巡演

与创作也不曾停步。据了解，著名编导赵明已于日

前入驻上芭，与演员们共同打磨修改芭蕾舞剧《闪

闪的红星》；9月即将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 线上线

下“双轮驱动”正推动着海派芭蕾走进更广大观众

的眼里、心里。“通过‘云舞台’，上芭将‘绝招’‘绝

活’亮给网友，让更多人发现并爱上芭蕾的美。全

新的呈现方式吸引了更多芭蕾舞爱好者， 为演出

市场的发展蓄力。”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

海派芭蕾被赞“如瓷器般精
致”，扎实功底源自苦练打磨

“在直播镜头里，考场就是舞台！”上芭首席演

员吴虎生挂着 “1号 ”号码牌 ，站在考核队伍的C

位。“在网友们的‘火眼金睛’下参加考核，演员们

或许会有一点紧张，但这种‘抗压测试’更是鞭策

和促进。”正如辛丽丽所说：“网友们的目光聚焦排

练厅，也‘顶’着包括首席在内的所有演员更加苦

练技艺，进一步提升青年舞蹈人才的技能水平。”

昨天上午的“云考核”持续近90分钟。足尖鞋

清脆的点地声、钢琴曲舒缓的乐韵声、“主考官”辛

丽丽的叮咛声……20多位演员集中考核， 排练厅

里弥散着严肃、紧张的味道。为避免演员在剧烈运

动中发生抽筋等意外情况， 上芭排练厅几乎不用

空调。考核结束后，演员们全都汗流浃背。

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戚冰雪走出考场时，

汗水已浸透了毛巾，她告诉记者，“云考核”是提升

舞蹈能力的契机，直播录像可以反复观看研究，仔

细检查并纠正表演上的瑕疵。此前在欧洲巡演时，

上芭演员们的细腻表演让观众赞叹， 海派芭蕾曾

被海外媒体评价为“像瓷器般精致”。正是在枯燥

而严苛的日常苦练中， 演员们的扎实功底被一点

点捶打出来了。

据悉， 上芭年度考核是一系列综合性考量，除

了基训课集中考核外，演员们平时的排练和演出情

况也占有一定比重。“从今年的考核情况来看，17岁

至20岁的年轻演员业务水平大幅提升。”在辛丽丽

看来， 部分年轻人进团尚不足一年， 甚至还处在

见习期， 但他们已通过大量训练和演出实践 “长

功” 了。

与往年不同的是，2021年度接受检验的不单

是演员，还有平素负责演员日常训练的教员。今年

共有8位教员接受年度考核，“从基训课的编排和

演员们的进步， 能看出教员的心血花在哪里。”辛

丽丽说， 今年是上海芭蕾舞团成立以来首度进行

教员年度业务考核， 今后相关举措将进一步细化

和常态化。

“云舞台”收获189.5万个点
赞！“口罩芭蕾”精神和原创艺术
精品传递到全世界

“感谢上芭！ 用专业和汗水为我们带来美。”

“太美了！存下来，反复看，跟着学。”观看直播的网

友们纷纷留言，上海芭蕾舞团“云考核”成为了舞

蹈爱好者喜闻乐见的“云课堂”。将芭蕾演员的日

常送上“云端”的尝试始于2020年2月29日，上芭首

次网上直播公益课，吸引94.5万舞迷在线观看。“戴

着口罩跳芭蕾” 的视频迅速流传到海外，“梅花香

自苦寒来”成为中国文艺界抗击疫情的生动写照。

“试水”之举开拓了海派芭蕾与观众见面的新

方式，舞台上的“王子”“公主”绞尽脑汁，渐渐摸索

出数条“吸粉”捷径，增添了“芭蕾知识 ”“舞剧赏

析”等丰富内容。去年9月，上芭首次尝试整场“云

演出”，现代芭蕾专场《绽放》向比利时观众进行了

直播，吸引了超过38万海内外网友。演员因疫情未

能出境，“口罩芭蕾”精神和原创艺术精品却以“出

镜”的方式，传递到全世界。如今，上芭的“云课堂”

已被爱舞者们视作 “粉丝福利”，“云上大师课”常

常在亲子群和朋友圈刷屏。据统计，上海芭蕾舞团

官方抖音账号的粉丝数已达46.5万，146个短视频

收获网友189.5万个点赞；4月7日发布的基训课短

视频播放量达到1426.5万。跻身“抖音2020年度十

大艺术机构”之后，上海芭蕾舞团将与字节跳动等

平台深度合作，向着知识垂类领域继续探索。

“演员要经得起网友的挑剔眼光，逼着他们时

刻绷紧追求艺术巅峰的这根弦。”辛丽丽告诉记者，

“云舞台”拓宽了演员与观众交流的路径，也为线下

演出作准备。“芭蕾诗性美的背后是最严苛的打磨

与修炼，所有辛苦与汗水最终要呈现在舞台上、作

品中。”日前，上芭通过官方抖音号直播原创芭蕾

舞剧《闪闪的红星》排练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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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开启了在山东、

四川等地巡演，并于建军节期间献演国家大剧院。

近日，舞剧总导演赵明再度“进组”，对该剧进

行新一轮修改打磨，涉及舞段、音乐、布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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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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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拖着拉杆箱来看戏，
亚洲大厦凭什么成为上海文旅爆红新地标？

依托新空间生长，“演艺大世界”小剧场驻演经济风生水起，每晚八个“星空间”同时开演，年末将增至14个

仅用了一年时间，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650

号的亚洲大厦，从一栋闲置已久的办公楼，蜕变

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文旅打卡新地标之一。今年8

月下旬，八个小剧场同时开启驻场演出。而到今

年年末 ， 亚洲大厦 “星空间 ” 更将增加到14

个———这里不仅仅是剧场、舞台的集聚，更是原

创内容、 青年人才的集聚， 依托演艺新空间生

长，“演艺大世界”的小剧场驻演经济风生水起，

助推亚洲演艺之都软实力的稳步提升。

“买票堪比拍沪牌 ”，剧迷们口口相传 “难

抢”的环境式音乐剧《阿波罗尼亚》，曾创下整月

票最快30秒售罄的惊人纪录。去年8月28日在亚

洲大厦挂出“星空间1号”的《阿波罗尼亚》迎来

“一周年”。全年演出380场，接待观众逾43000人

次，最多单人观众“50刷”———叫好又叫座的《阿

波罗尼亚》，打开了疫情发生以来演艺产业的发

展新思维， 让国内原创找到了充满活力因子的

“土壤”。

今天，坐着火车、打着“飞的”、拖着行李箱

来看戏的何止是热情的观众。“星空间” 作为一

个新兴的产业地标，让国内演艺制作者、经营者

纷纷举起“放大镜”。过去一年里，亚洲大厦经营

方、 上海亚华湖剧院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阮豪接待了无数看完戏后 “谈合作、 签合

同”的专业观众。九月将至，“星空间”又迎新作

品，饶晓志互动话剧《蠢蛋秀》、音乐剧《危险游

戏》等纷纷登场……

从“1号”到“N号”，“星空
间”凝聚的人气磁场，见证着一
个文旅新地标的诞生

一台好戏、缪时客、魅鲸文化、晓年青剧团、

致敬文化……国内优质民营演艺资源不断涌向

“星空间”， 它们带来环境式音乐剧、 脱口秀、

LIVE音乐现场、 互动话剧等各种创新剧目，让

亚洲大厦成为青年观众心目中的“打卡圣地”。

“在演艺大世界，文旅新业态的集聚度非常

高。”上海戏剧学院荣广润教授认为，“演艺大世

界”的内容生产“产业链路线图”非常明晰：这里

不仅有一流的专业剧场， 还有更多数量的演艺

新空间成为原创的“孵化器”和商业演出市场的

“摇篮”。“对标国际一流演艺集聚区， 这是上海

演艺大世界的特点所在，也是优势所在，小剧场

驻演经济在演艺新空间的繁荣， 将有效推动演

艺与文化、旅游和商业进一步融合发展，打造出

具有影响力和标识度的旅游演艺名片。”在上海

现代人剧社社长张余看来，剧目孵化、驻场演出

和人才培养的庞大体系， 需要大量中小型的演

出空间来共同承担。短短一年间，各类跨界、创

新的演艺新产品在“星空间”集中孵化、诞生，具

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制造出《阿波罗尼亚》爆款、打响“星空间”

头炮的“一台好戏”，原本主营传统音乐剧领域，

为应对疫情冲击， 创始人汉坤与亚华湖院线商

议对亚洲大厦进行一次空间改造， 主动转型。

“大楼原本并非演出场馆的场地改造，需要克服

很多技术上的困难。”汉坤说，常规剧场在建设

初期会预先考虑到的布线、声场等问题，在小剧

场驻演改造过程中常常变成了令人头疼的

“Bug”；运营上，非常规的场地条件也会带来很

多限制，比如观众动线、卖品销售等配套服务，

缺少业界经验，一切需要从头开始积累。

随着《阿波罗尼亚》开了个好头，亚洲大厦

“星空间”逐渐壮大起来，“一台好戏”又推出三

部剧目：“星空间6号”音乐剧《桑塔露琪亚》、“星

空间7号”话剧《你好，我找Smith》、“星空间8号”

全新LIVE现场《宇宙大明星》，四部剧目全年演

出超过700场，覆盖观众超过八万人次。

看到小剧场改编的成功， 另一家国内头部

音乐剧厂牌———“缪时客” 引入了悬疑音乐剧

《FLAMES火焰》，售票表现同样优异。“星空间”

宛如一个实验器，让IP在其中经过消化、吸收、

再创新，最终成功地本土化呈现，展示出市场原

创力的不断进阶。

从“1号”到“N号”，“星空间”凝聚的人气磁

场， 见证着一个文旅新地标的诞生。“现在几乎

每一场都有拉着行李箱来观演的观众， 我们虽

然还没有精确的测算， 但总体感觉从外地专程

来看剧的观众占比飞速上升。” 汉坤说，“‘星空

间’成了网红打卡地，驻场演艺也将成为上海旅

游的新标签。”

在精细分工的生产制作
中，合力推动产业阔步向前

优质的演艺集聚区是人、企业、观众集聚的

共同体，“演艺大世界”诞生了“星空间”，这片土

壤让国内众多优秀的制作人、演员、舞台工作者

看到了实现梦想的机遇和创业的舞台。

“‘星空间’业态的诞生，对整个演艺行业的

震动很大。”致敬文化总经理汤峻如是说。音乐

剧《危险游戏》曾在传统剧场上演过许多轮，市

场口碑很好，汤峻把它改编成了环境戏剧版本，

马上就要在“星空间”挂上“番号”，有想法、有效

率是这些创业者身上最鲜明的标签。 青年戏剧

人满顶也“坐不住了”，他已经着手在“星空间”

打造一部全新定制的互动性话剧 《弗兰肯斯

坦》，作品注入了他大胆的想象，根据原作“人”

和“机器”的两面，创造镜像感的双线叙事。

“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商业戏剧的逻辑在

于觉得稀缺就去做。”“晓年青剧团”主理人黄晋

琨说，创作和市场宛如“刀与刀鞘”，契合才能成

气候。 上海的营商环境、 观众素质都是全国一

流，这让创作主体信心倍增。年初，知名导演饶

晓志来上海期间去“星空间”看了一场演出，来

了灵感。之后，饶晓志特别邀请新锐导演陈飞历

加盟，将自己的话剧代表作《蠢蛋》改编成互动

性极强的“秀”，驻场模式为演出注入了更多新

玩法。

大麦战略合作总监毛联翔说， “像音乐剧

这个门类， 客单消费突破一千元的用户在逐步

提升。” 在 《阿波罗尼亚》 的场景里， 复购比

例不断攀升， 甚至有观众反复来看， 最多的看

了50多场。

从最早的《阿波罗尼亚》，到后来的《桑塔露

琪亚》《FLAMES火焰》《灯塔》 以及即将驻场的

《危险游戏》等，“星空间”已然成为符合观众期

待的、演艺新人亮相的“初舞台”。

“今天，要是有人说《阿波罗尼亚》《桑塔露

琪亚》为中国音乐剧培养、历练了好演员，我会

非常高兴的。”汉坤说，时至今日，小剧场驻演的

生产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了， 演员的流动是一个

健康的体征表现，不断为作品“造血”，也不断为

中国音乐剧市场“造星”。

“商业化制作滚滚向前， 这是非常大的转

变。”上海音乐学院陶辛教授说，从音乐剧的制

作和创作机制来看， 国内的发展初期是从院团

创作、政府出资、大腕编写开始的，并不以盈利

为目的。但也看到，如今越来越多新兴的制作公

司以商业的模式、市场的方式、科学的周期制作

音乐剧， 这是非常大的转变和发展。“只有新机

制启用以后， 才可以说我们有真正成熟的音乐

剧市场， 奠定了以百场演出为起步的驻场商演

的基础。”

“星空间”不仅是剧场，“孵
化优质内容和打造文艺生活方
式”并行的新型主题演出空间
将迎来爆发

“音乐好听，剧情欢乐，让人逃离烦恼两小

时。”演艺圈工作者兜兜，曾抱着好奇的心态走

进这个热门榜单上的 “小酒馆 ”（《阿波罗尼

亚》），没想到看完后欲罢不能，短短一年间，已

经数度 “重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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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共生’，链接不同领域的事情，结合

空间又结合内容， 加上新的科技元素融合到一

块儿，这就是为什么沉浸式增长的速度特别快，

为什么会吸 引 年 轻 人 进 来 的 原 因 。”NeXT

SCENE创始人范哲说， 沉浸式体验已然跃升为

青年潮流文化中极其耀眼的一种，“现在大家去

体验一个文化内容，希望既在玩又在社交，这是

它的生存核心。”

毛联翔介绍说， 2020年， 是多样性新型主

题演出空间爆发之年， 它瞄准的是未来市场：

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 从生产制作到实

际消费， 将来年轻人将占据更多话语权， 他们

的喜好将决定这个领域是 “小众 ” 还是 “大

众”。 许多年轻观众一开始独自前来， 但 “剧

迷” 属性让他们很快就与其他观众成为朋友打

成一片， 大家彼此之间建起了聊天群， 分享亚

洲大厦周边的美食， 讨论其他剧场的演出， 也

分享彼此的生活。

汉坤有时候会和来看剧的观众聊天， 很多

人都和他提到，现在的“星空间”小剧场矩阵，让

他们想到了韩国首尔大学路、 纽约外百老汇。

“驻演小剧场在世界上成功的案例都验证了一

个发展路径，那就是，文艺生活方式打造和优质

内容孵化的并行模式， 我们现在也正走在这条

路上。”他说。

据悉，“星空间”马上将走出亚洲大厦，在大

世界、新光影艺苑两处开设小剧场，丰富“演艺

大世界”一站一剧场、一站一空间的目标，持续

打造具有“演艺大世界”特色的驻场演出。

昨天， 上海芭蕾舞团官方

抖音账号等多个网络平台直播

了2021年度业务考核。镜头前，

考官们为演员的专业能力打

分；镜头背后，数以万计的网友

围观这场特殊的“云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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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你好，我找 Smith》。

环境式音乐剧《阿波罗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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