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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上 海 民 营 院 团 步 履 不

停，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演出。

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最新统计：

91家上海民营院团过去一年全年演

出9895场，收入2.56亿元。从核心

演艺集聚区“演艺大世界”到五个新

城，他们的足迹遍布申城大小舞

台，留下诸多深入人心的爆款和票房

奇迹。

“复苏与提质，成为过去一年这

支演艺生力军发展的主旋律。”上海

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说。尽管疫情

带来种种困难，沪上民营院团拼搏奋

斗，在原创音乐剧、沪剧、话剧和新

空间驻演领域崭露头角，打开了长三

角乃至全国的市场影响力，展现了上

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实力与活力。

用心用情讲好红色故
事，原创领域不断涌现“中
国红”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

周年，上海各民营院团投入巨大的心

血与热情创排了红色题材作品。数据

显示，在上海85家民营院团创作的近

150部原创剧目及50个原创小戏节目

中，红色题材占全部剧目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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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季”。“有厚度才能有影响力。”团

长王慧莉介绍，剧团始终积极地推动戏

曲文化的变革和创新，将海派文化与现

代经典深度融合，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

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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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打造思想精深、创作精良的新

品优品，坚持讲好中国故事，原创舞台

不断诞生“中国红”。上海勤苑沪剧团三

度取材身边事，讲述普通人的闪光点，

原创沪剧 《51把钥匙》《遥遥娘家路》

《石榴红了》走进嘉定、青浦、松江等地

百姓的家门口，全年演出396场，让新

老观众有口皆碑。

过去一年，上海音乐剧市场强势崛

起，观众人次达52.4万。民营团体活力

四射，面对海外大戏缺位的境况，他们

扎根本土迅速“补位”，为中国本土音

乐剧划出一条昂扬的生长线。

徐俊艺术中心音乐剧《赵氏孤儿》

将现代性成功注入中国古典文本，实现

全年演出50场的计划。音乐剧厂牌

“缪时客”近年来在市场上逐渐崛起，

2021年创下商演605场、日平均演出接

近2场的好成绩。

“新空间”点燃创作新
思路，打开演艺市场新赛道

截至去年底，沪上演艺新空间已达

100家，遍布申城各个角落。它们的兴

起与发展，推动着一种全新演艺消费业

态的诞生，大大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

活。作为重要的“内容供应商”，民营

院团与演艺新空间的融合与碰撞，打开

了沉浸式演出、驻场演出等一系列文旅

发展新模式。

去年，新东苑沪剧团不仅创排了大

型原创沪剧《飞越七号桥》，同时将沪

剧演出带到了浦江游船上。剧团首创

“沪剧表演特色”游船，拓展了文旅融

合的新路子。亚洲大厦、上海大世界

“星空间”发展迅速，致敬文化瞅准市

场机遇，去年9月，音乐剧 《危险游

戏》沉浸版成功入驻，每场上座率超过

八成。

上海开心麻花一直是演出市场票房

的佼佼者。即使受疫情影响，2021年收

入仍达到1.18亿元，演出总场次1287

场。去年底，开心麻花全新推出的沉浸

式戏剧《疯狂理发店》在商场驻演，短

短一个月就创下400万元票房的好成

绩。新空间演艺，为年轻人的消费生活

注入了热情。上海开心麻花CEO汪海刚

说，新空间驻演已经成为开心麻花的新

赛道，“相信《疯狂理发店》至少能够

驻演三年”。

过去一年，上海现代人剧社持续探

索戏剧与文创园区的产业融合。剧团在

沪上网红打卡地——上生 · 新所连续举

办了首届上海咖啡节、第二届悬疑戏剧

展演周，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戏剧，

成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一抹亮

色。“和正襟危坐的剧场相比，观众被

‘解放’了，每一个新空间的演出都是

度身定制、独一无二的。”上海现代人

剧社社长张余说。

“时至今日，能带来经济效应和社

会影响力，起到市场领跑作用的民营院

团越来越多。”韦芝说。经过多年探索

努力，上海近百家民营院团已经形成了

“坚持主旋律创作，坚持扎根基层，坚

持品种多样，坚持市场欢迎”的特点。

亮眼的成绩单和其背后成熟的发展经

验，在一系列评选和交流活动中经常被

全国同行“点赞”。

从演艺大世界到五个新城，他们的足迹遍布大小舞台

上海民营院团亮2021年成绩单：演出9895场，收入2.56亿元

“知道《原神》吗？听过《神女劈观》吗？想知

道原唱是谁吗？”昨天，上海京剧院院长张帆在朋

友圈为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打call的文字获

得众多点赞。原来，为全球游戏玩家瞩目的“云

堇”和“王熙凤”竟是同一人扮演——青年演员杨

扬。不为人知的是，在新一代“京剧偶像”火出圈

的背后，是这位“荀派”花旦在上海京剧院青年演

员培训计划“青春跑道”上十年不歇的奔跑。

在这同一条青春跑道上，与杨扬共同奔跑的

还有117名年轻的京剧人。随着上海京剧院“青

春跑道”第二季日前的圆满收官，十载光阴、200

余出剧目见证了这批青年演员从默默无名到C位

亮相的无数磨练，也见证着代际更迭中经典剧目

的传承交接。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收获了丰硕成

果：“青春跑道”两季参训演员傅希如2019年斩获

“梅花奖”、院团连续五年将白玉兰戏剧奖“主角

奖”收入囊中、三人入选上海文学艺术奖青年文艺

家培养计划……“十年收官，更是一个新起点。”诚

如张帆所说，传统戏曲文化的赓续仍需久久为功，

唯有步履不停地前行，才能引来新的春光无限。

京剧大家口传心授，出人出戏相
辅相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全国京剧界

都经历着一波人才断档、剧目断档、观众断档的

“三断档”危机，上海京剧院也曾数度面临过演出

需要“借演员”的窘境。时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孙

重亮决心建立一支属于上京的青年队伍，“业务管

理部门”就此应运而生，主抓任务便是人才培养。

项目的诞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从最初排戏

前的一小时加练，到开设夏季集训训练班，再到邀

请艺术家进行个别辅导，经历了两三年的摸索后，

寓意为“在艺术跑道上，青年人一直往前，永无止

境”的“青春跑道”最终铺就。秉持着“戏是出人的

载体，人是出戏的保障，两者缺一不可”的初衷，并

兼顾到有大量演出任务在身，上京最终决定“以戏

促功”，根据每位演员的个人优势循序渐进地打造

培养计划，一季五年，分别以“起跑”“跨越”“接力”

“冲刺”“决胜”梳理出青年人才培养的整体脉络，

每年一次甄选，最终以“金字塔”式培养理念甄选

出剧院最拔尖的青年人才。

“这十年激励着演员人才辈出，成名成材并

不难，成大材则不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

长荣表示。名师出高徒，口传心授是戏曲传承过

程中的公认规律。尚长荣、叶少兰、陈少云、王

梦云……在“青春跑道”的导师名单中，可以看到

一众大家名字。十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89位京

剧表演艺术家都是这条跑道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他们发扬“传、帮、带”精神，以艺术指导的身份毫

无保留地向青年人传授舞台表演经验，并为每一

次的汇报演出坐镇把关。

精心构筑的培养项目与不居人后的青年演员

总是互相成就。十年前，已经是“青京赛”冠军的

傅希如为争取更多锻炼机会主动报名进入“跑

道”。“李浩天老师的《将相如》、祝元昆老师的《响

马传》、童祥苓老师的《失空斩》……”向记者回忆起学戏经历，傅希如如数

家珍，名家们的悉心教导被他化进表演中的一招一式。“艺术的进步都是

潜移默化的，我从一开始追求外形逐步过渡到追求流派神韵与人物神

韵。”他对记者说道。排练厅里流下的汗水最终凝结成舞台上的星光，第

一季“青春跑道”结束之时，傅希如收获了“白玉兰主角奖”。三年后，他站

上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领奖台，成为上京第九位“梅花奖”得主。

一人一策，蓬勃朝气满溢舞台

“流派纷呈，各展风采。青春真好。也许在艺术上理解还稚嫩，也许

不足，也许太过，都不要紧。因为有时间攀登。朝气蓬勃总是令人喜爱

的。”在天蟾逸夫舞台看完三天“青春跑道”第二季汇报演出，京剧名家史

依弘在微博上如是写下。

纵观全国，青年演员展示平台并非“青春跑道”独家，但归行归路为演

员制定“一人一策”，上京走在了前面。不止关注青衣与老生，花旦、花脸、

老旦、小生，哪怕是一个主要配演，上京都会请来艺术家特别教学。“光优

秀的主演已经不能支撑起当下的舞台，满台生辉需要四梁八柱、各行各当

的共同提高。”张帆对记者说道。

系统性的规划还体现在经典剧目的代代相传上，上京清晰地看到，优

秀作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绝不是振兴京剧的上策，为了保证老艺术家

花费无数心血的优秀作品在舞台上长久地绽放光彩，上京也将“传承”纳

为己任。“尚长荣三部曲”“陈少云三部曲”、《盘丝洞》……借由“青春跑

道”，上京的一批保留剧目如今已由年轻人们全盘接演。

“刚向大师们学戏时，因为学不下来没少哭鼻子。”杨扬告诉记者，“在

学校里，学一出大戏要用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艺术家教戏则不同，往往

只需要两三天，最多一周”。2008年，杨扬从学校毕业，加入剧院不久后

她便发现自己的表演距离登台水准仍显得相当稚嫩。对于她来说，这条

跑道更像是提升演技的加速器。《红娘》《霍小玉》《玉堂春》《百花赠

剑》……杨扬一部部戏啃下来，逐渐找到了融会贯通的窍门。如今，那个

对大戏望而生畏的小花旦已不见踪影，已然蜕变成台上挑起大梁的成熟

演员。

“培养青年人才，我们永远在路上。”谈及对未来的展望，张帆期待的

语气中透露着笃定，“希望在下一个十年的规划中，年轻人可以从高原走

向高峰，在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上，成为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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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书店、乐器店、琴房、咖啡馆……

围绕着上海音乐学院此起彼伏的琴声和歌

声，为短短不到一公里的汾阳路增添浪漫

诗意。记者近日获悉，在即将启动的上音

汾阳路校区整体提升工程中，校园将拆去

围墙，对公众开放。届时，人们可以穿行

在上音校园和衡复风貌区，品味一栋栋可

阅读的历史建筑，完成五线谱上的都市音

乐之旅。

汾阳路20号，始于1927年的上海音

乐学院就位于这里。它在战火硝烟中几迁

校址，直至1958年才在汾阳路扎下根。

近代上海的音乐发展史复杂而丰富，许多

值得被铭记的往事，就是在上音的校舍里

发生的。这所学院所留存的中国音乐界

“和毅庄诚”的优秀传统，由蔡元培、萧

友梅、黄自等人开启，尽管经历战火，但

经由贺绿汀、丁善德、周小燕等几代人的

传承，一直延绵发展。

站在汾阳路20号的大门朝里望，两

幢毗连的红色小洋楼浑然一体，这里曾是

上海滩闻名一时的犹太人俱乐部。如今，

左边为上音办公楼，右边为贺绿汀音乐

厅。上音人口中的“贺厅”是上音的灵魂

所在。“贺厅”迄今经历了三次改造：

1958年后改建成为上音大礼堂，原本旁

边还设有小礼堂即现今的贵宾休息室；上

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些声场优化，增加

了吸声处理，安装了水泥木丝板；2002

年在大礼堂的基础上原拆原建，为确保音

乐厅的净空高度，保证声场空间，调转了

舞台方向。

今天的“贺厅”建筑面积4357平方

米，舞台面积125平方米，拥有744个座

位，建筑和声学设计参照了维也纳金色大

厅，音响效果极佳。“贺厅”舞台上留下

了周小燕、郑石生等诸多上音名师动人的

身影；也曾接待一大批世界友人，改革开

放初期小提琴大师艾萨克 · 斯特恩就到访

过，这里留存着无数师生宝贵温暖的记

忆。现在的“贺厅”主要功能为承办各类

音乐节、讲座和大师班，也是为市民提供

社会音乐教育的平台。

走在汾阳路上，常常能听见琴声和歌

声穿过梧桐树飘然而至。进入上音校园，

新教学楼就坐落在曾经的犹太人俱乐部

旁。这栋2007年11月落成的新建筑，外

立面造型采用隐框幕墙式凸窗和浅黄色石

材墙面，以模拟黑白琴键的形态，建筑平

面则以相对完整的三个建筑组合斜向展

开，形成错落的韵律和节奏，与周围的街

道、校园内其他老建筑形成了协调的对话

关系。

位于淮海路汾阳路口，2019年亮灯启

幕的上音歌剧院，则被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廖昌永称为“梦开始的地方”。除了一个

1200座的中型歌剧院之外，还有四个排演

教室分别用于歌剧、管弦乐、合唱和民乐的

排练，以满足学院的教学需求；一个报告厅

用于学术交流。随着上海经济建设日益繁

荣，人民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日益提高，

从交响乐在市民中的普及到音乐剧市场在

申城的火爆，上海观众对歌剧的欣赏需求

也将是大势所趋。如今，上音歌剧院已成

为淮海路上引领歌剧观演潮流的文化新地

标，并将音乐融入城市血脉，助力上海文化

品牌建设，彰显上海城市精神。

未来，市民游客可完成五线谱上的都市音乐之旅

上音校园将拆除围墙，让历史建筑可阅读可聆听

正当热映电影《爱情神话》成为上

海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之时，与影片呈

现出不谋而合精神气质的一场艺术展让

不少圈中人十分期待——这便是海派艺

术代表人物之一俞晓夫将于本周六亮相

索美W&SArtSpace的“表情”俞晓夫

闲聊艺术展。

这一聚焦海派情结、上海表情的

展 览 被 俞 晓 夫 本 人 称 为 “ 纸 本 小

展”，意欲在其本命虎年之际“轻松轻

松自己”。如闲聊般轻松，却意韵绵

长——展出的作品无论画面还是为作

品所题写的画外音，无不流淌出浓郁

的上海味道，高雅气质与通俗趣味高度

和谐统一，不少画面中也因虎年的到来

加入了萌萌的老虎形象，必将看得观众

会心一笑。

自得其乐的“表情”
漫笔，与为人熟知的历史
大画一脉相承

最近十多年，俞晓夫最是以陆续完

成的国家历史画定件为人们熟知，例如

《爱因斯坦在上海》《大先生鲁迅》《司

马迁与史记》《徐光启与农政全书》《平

型关大捷》《真理的味道》等。而此次

展览将呈现的，似乎是艺术家的另一

面。这是一系列信手拈来、自得其乐的

绘画小品，可谓多年前连载于报纸副刊

上图文并茂的《俞晓夫闲聊》之精神延

续。俞晓夫希望通过《闲聊》系列塑造

出一个个称之为玩偶的中外小人物们，

给这个冷暖世界一个深沉的安慰。如果

说历史题材创作的跋涉之于俞晓夫像是

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即将展

出的“表情”漫笔似历史长河中来来往

往人物之间的只言片语、惊鸿一瞥。而

这两类创作有着一脉相承的艺术特质，

那便是画家对于叙事性的执著，对于人

文情怀、精神世界的关注。

早在1984年，俞晓夫凭借巧妙采

用时空错位手法创作的油画《我——轻

轻地敲门》一战成名，成为海派经典艺

术与海派人文精神的代名词。无论题材

厚重还是轻灵，刻画人物还是描绘景

物，常常使人觉得新鲜，有一种撞击人

心的力量。其画作意象丰富，境界深

邃，有着艺术家对他所处时代的与众不

同的思索。俞晓夫尤其喜欢用荒诞不经

而复杂的意象表现历史——不同时代的

人物，不可思议地出现在同一画面中，

而人物沉思的表情和冷静的目光与他们

周围的斑斓幽光融为一体，给人以无限

遐想。

自由穿梭于大小作
品，时而抖出点本地产的
幽默与灵动

无论圈内还是圈外，线上还是线

下，人们对于俞晓夫的绘画风格有个一致

的观点，即典型的上海味道。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有些难

以言说。不妨从此次展出的作品中略窥一

二。《一对》描绘的是老克勒怀抱一只宠

物狗，看似一致的表情，实则一个受宠一

个溺爱。啤酒肚，吊带裤，老克勒的腔调

跃然纸上。《下午喝咖啡》 尽显酣畅想

象，将绿色卡纸变身海滩，老虎变身大提

琴手，艺术家自己变身作家，只见他们和

谐共处于一方，水天一色，言谈甚欢。

《锈色人物》汇集艺术家从造型库里提取

出的几个旧时人物，其中一个中国乡绅提

笼折扇，嘴角上“粘”了一点鼠须，显出

世故之气，背后有个外国农场主，一双眼

白睥睨，如捕食的鹰般贪婪——这是一个

远去时代的存照。

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且风情万种的城

市。浸润于这座城市数十年，俞晓夫认为

自己多少有些婉约，但同时又具有敢问天

下的历史担当。“党的一大会址在上海是

实实在在的；我也习惯用法国人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之意识流的写作方式去

作画；当然还会有些幽默、灵动，那是上

海本地产的。”或许正因这种丰富性，使

得俞晓夫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为历史而

画的大画与自得其乐的漫笔之间。

漫画一直为俞晓夫所偏爱，他对中外

漫画家如数家珍，也常年混迹于连环画、

外国文学小说插图领域，时至今日依然兴

致不减。想当年他从莫泊桑的 《一个儿

子》一直追到阿瑟赫利的《根》，甚至在

五六十岁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捡起美国作

家菲茨杰拉德的名著 《了不起的盖茨

比》，通过连环画的方式在报纸副刊进行

连载，和大众分享。“大画小画互补，我

就是个在大作品和小作品之间来回走动的

杂家。”俞晓夫说。

“表情”俞晓夫闲聊艺术展即将亮相

信笔“闲聊”，灵动的“上海表情”跃然纸上

上音校园将拆除围墙，届时，人

们可以穿行在上音校园，品味一栋栋

可阅读的历史建筑。图为上海音乐学

院汾阳路校区专家楼。

俞晓夫《流畅》。 俞晓夫《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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