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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22069期公告
中奖号码：313570+13
一等奖 0 0元
二等奖 12 44959元
三等奖 8 3000元
四等奖 721 500元
五等奖 13191 30元
六等奖 358766 5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272053827.02元

排列5第22160期公告
中奖号码：04483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2160期公告
中奖号码：044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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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疫情让线下演出暂时停摆，
但在这段日子里，音乐剧艺术的火光
一直点亮着上海。“我相信，中国原创音
乐剧有很多可能性，开创东方音乐剧只
是时间问题；而在未来，上海，也一定能
成为东方百老汇。”音乐剧竞演综艺《爱
乐之都》播出之初，音乐剧“顶流”演员
阿云嘎的动情发言，依然回荡在耳畔；
最新一期《爱乐之都》节目现场，阿云嘎
寄语舞台上的所有演员，继续带着推
动中国音乐剧的使命走下去：“你们的
光芒能吸引观众走进剧场！”

阿云嘎为何有底气相信上海一定
能成为东方百老汇？因为这里有不负
热爱、实力闪耀的演员，有人走过了音
乐剧行业的凛冬，却依然在坚守，有人
在舞台初绽光辉，亦渴望通过锤炼迎
接更灿烂的未来；因为这里有百折不
挠、“艺起前行”的音乐剧从业者，通过
打造综艺、对公众开放的云端课程等
形式，承担着让这门艺术“飞入寻常百
姓家”的“破圈”使命。不久前，由上海
音乐学院主办的《音·卡司讲堂》之《音
乐剧演员的“试金时”》系列云端课程
收官，三期累计评论数1.8万余条，点
赞数高达55万+次，不少Z世代音乐
剧爱好者在直播间里热情留言，链接
起行业上游与市场反馈，实现了与大
众乐迷的“双向奔赴”。

曾经历行业凛冬的他
们，如今带着热爱重新出发

过去一年里，音乐剧演员人才蓄
水池在上海迎来井喷——从“顶流”演
员阿云嘎到其他实力不俗的青年演
员，活跃在演艺大世界乃至整个亚洲
演艺之都的各个舞台；好戏不断在申
城大中小剧场和演艺新空间上演，本
土音乐剧正在上海飞速成长。最近几

个月来线下演出暂时停摆，《爱乐之都》
的播出弥补了很多剧迷无法前往现场观
演的遗憾，也展现了音乐剧演员实力和
热爱兼具的动人群像。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第一
届毕业生，蒋倩如被圈内人尊称为“大师
姐”。她一直记得，自己的系主任金复载
曾对首届学生说：“你们这批毕业生，是
中国音乐剧道路上的‘垫脚石’‘铺路
石’，可能中国音乐剧要通过十年的时间
才能发展。”“我毕业的时候，音乐剧在国
内的演出舞台很少，所以我的同学有去
各大院校当老师，也有转行的。我们第
一届的同学，如今依旧还在舞台上的，只
有四五个人。”2011年-2012年，对未来
迷茫的蒋倩如做过微商。又是什么让她
选择重回舞台？“几年前，我的同班同学

李炜鹏推荐我共同出演音乐剧《摇滚·西
厢》。他和我说：‘倩如，你回到这个舞台
吧，你属于这个舞台’，我就回来了。”距
离蒋倩茹考入上音已过去20年，如今她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还有很多音乐剧
前辈经历过为行业当“垫脚石”“铺路石”
的苦涩，可内心依然不改对舞台的期待。

最新一期《爱乐之都》回顾了演员们
从海选到第二赛段的历程，不少人都表
达了对音乐剧的深厚情感。被誉为“票
房担当”的叶麒圣，曾经一年演九部音乐
剧，当导演组问他如何实现这样高强度
的表演时，他的答案从容而坚定，“很简
单，把所有时间都放在里面”。在舞台上
认真耕耘的夏振凯认为，音乐剧行业正在
越来越好，演员就应该尽力做好自己，让
更多观众能欣赏到更好的作品。海选中

很多演员也展现出创造力和活泼个性：张
会芳带着自创的情景短剧而来，“一秒落
泪”的表演令人过目难忘；在演出间隙前
来面试的刘乙萱，戏言要争取一个“再就
业”的机会；而李炜铃在带来甜美表演的
同时，也表示始终“保持着对世界心动的
感觉”“我在音乐剧中找到了新的自
己”。相信经过舞台上的锤炼，未来有更
多音乐剧演员能拥有和上海这座国际爱
乐之都相得益彰的水平，凭实力吸引观
众们一次次“打飞的”来上海看戏。

帮助年轻学子找到不足，
“表演音乐剧不只是要把歌唱
得好听”

光有热爱，是不够的。“和世界顶尖

同行的整体专业水准相比，中国音乐剧
演员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与不足。”作为
《音乐剧演员的“试金时”》课程负责人、
《爱乐之都》节目音乐总监，上海音乐学
院音乐戏剧系主任安栋教授希望和自己
的教学、音乐团队一起努力，激励本土演
员朝着世界一流水准努力，助推上海成
为全球知名的音乐剧东方重镇。
《音乐剧演员的“试金时”》系列是上

音音乐戏剧系推出的集学科建设、艺术实
践、毕业大戏等人才培养多要素的“品牌
项目”，创新性鼓励毕业班学生将自我编
创的热门音乐剧歌曲表演、命题小品即
兴表演等搬到线上展示。在安栋的主持
下，国内音乐剧行业翘楚齐聚云端课堂，
一线音乐剧演员刘令飞、宗俊涛、丁汀，知
名导演何念、胡晓庆，制作人张志林等组

成伯乐团，全方位地点评和指导“未来的
音乐剧演员”，帮助他们更上一层楼。
“唱、跳、演”中的“演”，是不少本土

音乐剧演员需要弥补的短板。对此，舞
台剧导演胡晓庆耐心地指导学生们。以
演绎歌曲《我们的家》为例，她深入浅出
地分析道：“为什么歌里唱一切都是小小
的？因为剧中人很卑微，通过演唱这首
歌，打开了内心深处那一点点对美好的
渴望，那是小小的东西、小小的可能，让
她正视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需求。”
胡晓庆建议演员在演唱时，脑海里要
有画面感：当你自己看到并闻到歌中所
唱的花、厨房，用情感去牵引你的演唱，
观众也同样会感受到你对家的渴望。

多位伯乐团成员都指出，优秀的音
乐剧演员不会只把注意力放在音准上，
那样反而很难打动人。毕业于上音的音
乐剧演员丁臻滢分享了她对这份职业的
理解，“我在西区、百老汇看戏，给我留下
第一印象的，是音乐剧演员们歇斯底里
破音的瞬间，是他们情感迸发后，无法把
控自己状态的瞬间……我不喜欢观众看
完我的演唱之后，说‘丁丁唱歌声音挺好
听的’，因为音乐剧演员不仅需要唱功，
还需要通过音乐讲述故事”。同样毕业
于上音的刘令飞，也调动了自己丰富的
舞台表演经验，给学弟学妹们“抖落”了
不少干货，“我感觉你在演唱这个唱段
时，就像风平浪静的湖面……你可以稍
微顺着音乐的节奏来，但也得往逆的方
向走，去找到那些闪光的地方”。
“我们希望以《音乐剧演员的‘试金

时’》系列为牵引，形成上音音乐戏剧表
演专业与中国音乐剧行业，乃至与国际
音乐剧舞台接轨的一个路径。”安栋透
露，今年10月上音国际音乐剧节，学校
计划邀请伦敦西区和托尼奖的大咖加
入，开展与当代中国音乐剧演员的对话
交流活动；目前学校还在对接国外音乐
学院线上共享课程，助推上音音乐剧人
才培养达到行业引领水平。

沪上音乐剧从业者通过综艺、云端课堂等形式，与乐迷们实现“双向奔赴”

静待大幕拉开的日子里，
原创中文音乐剧在“东方百老汇”为未来蓄力

■本报记者 姜方

“秦始皇亲手刻的兵马俑，求鉴
定！”打开抖音的短视频，随即进入一
个“微信群”，群聊成员由不同朝代的
历史人物组成，你一言我一语，将越王
勾践剑、兵马俑、云纹图五柱器等不同
朝代的文物宝藏故事逐一道来——这
是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联合南京
博物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湖南
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等诸多博物馆
于博物馆日推出“博物馆奇遇记”系列
短视频之一，诙谐幽默的方式下，传统
文化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仿佛更近了。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视频化程
度不断提高，短视频技术让原本静态
的文物“动起来”，通过抖音等短视频
平台线上看展，认知文物，读懂人类文
明精粹，正在成为当下人们逐渐流行
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博爱好者也用短
视频让千年文物重现生机。截至今年
5月，全国三级以上博物馆抖音内容
覆盖率达98.64%，过去一年，抖音上
博物馆相关视频数量同比增加70%，
点赞量超过12亿次，播放量超过394
亿次，相当于全国博物馆一年接待观
众人次的72倍。

大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博物馆
文物通过手机“飞入寻常百姓家”，也
极大程度地丰富了平台本身的价值和
内涵。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抖音等短
视频平台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
限制，突破传统博物馆的叙事线，以更
新的叙事方式，更完美地契合游客的
需求”。但是，在短视频不断涌现的当
下，要顺应潮流的发展，关键在于激活
“人”这一要素。

360°环绕的VR直播，
用技术上的推陈出新来“盘
活”文物

“打开铁箱里面是一座纯银阿育
王塔，透过塔身镂空雕刻，发现里面还
有一尊纯金打造的棺材，这是佛祖释
迦牟尼的真身舍利……”这是抖音博
主“水星逛博物馆”推出的博物馆文物
视频之一，随着主播360?环绕的VR
直播镜头，网友可以随时放大画面“看
个究竟”，也可以暂停方便窥视细节，
高深莫测的历史知识被瞬间解码。

身为浙江大学考古学博士的博主
“水星逛博物馆”在逛博物馆的时候目
睹了一位家长给孩子错误的讲解后，

下决心开启抖音短视频科普之路。两
年来，她带领观众“云逛”20多个博物
馆，探索雷峰塔、龙游石窟、乾陵，解锁
金字塔主题密室逃脱，收获122万粉
丝，获超过840万次点赞。
“当传统的博物馆打开方式跟不

上网生代、Z世代人的需求，如‘水星
逛博物馆’这样的博主势必会如雨后
春笋一样萌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
系主任孙云龙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
候表示，以“作坊化”的方式来生产内
容的“水星逛博物馆”牢牢抓住了抖
音主体——Z世代人的心理，“这一批
Z世代人很有文化自信，他们更希望
通过消费和娱乐场景中获得身份认
同”。Z世代人比上一辈人更愿意接
受新鲜元素。当原本艰涩难懂的知
识、正襟危坐的讲堂变成随时可以打
开、可以分享、可以互动的短视频，对
Z世代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
书籍与传统影像节目之后，已成为越
来越多年轻人进入博物馆的“第三
扇门”。

专业+深度，叩响了通往
历史深处的时光之门

数据显示，仅中国国家博物馆所珍
藏的文物就有100余万件，如何“盘活”
这些“养在深闺”的博物馆展品？使其直
观地走进当下人的内心世界？大批文物
保护研究专家、传播者对此做了努力和
开拓，他们试图打破昔日参观博物馆听
导游冗长解说的方式，通过一帧帧画面，
叩响通往历史深处的时光之门。
“好像在看网红大片！”有网友看了

“水星逛博物馆”介绍广州西汉南越王墓
的视频这样感慨。视频中，博主将专业
术语和抖音画面巧妙结合，还把考古知
识融入故事情节之中。视频的完成并非
一蹴而就，博主以学术研究的标准来制
作视频，不但查阅了专业书籍和资料，仅
撰写文案就费时几天，还跑了四五次同
一家博物馆，成为兼具专业性和深度性
讲解的“开拓者”。
“传说夏禹，就是治水的那位爷，收

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
州，说白了就是将天下的青铜都扫货过
来，铸成九个大鼎……”，在抖音博主“博
物馆超正钱”如此诙谐的语言下，大禹鼎
和上海博物馆中的大克鼎都不再遥不可
及，视频从细节上阐述了这二者可以成
为“镇馆之宝”的关键所在，言简意赅。

华东师范大学中外博物馆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庄瑜告诉记者，“兼具了教育、
鉴赏、知识共享作用，短视频平台上优质
的博物馆文物的短视频正在成为不同年
龄群体学习文博知识的新载体；如何以
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式来宣
传博物馆，吸引更多青年人进入博物馆，
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将文物变得有价值的是人

近年来，全国越来越多博物馆开启
了云看展，线下展厅、文物等都被搬到了
手机屏幕上。短视频平台传播文物知识
的同时，也延伸了诸如“如何通过视频，
让更多观众意识到博物馆中的文物的价
值？”等讨论。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博
主、视频的讲解者至关重要，进一步激活
人的要素，才能对于博物馆的文物做更
多元的推广。
“中国考古千千万，农民挖出一大

半，这东西（战国晚期匈奴王冠）就是
1972年的时候农民挖出来的，总计218
件金器，5件银器”——抖音上“古猫
陪你去看博物馆”吸纳了35万粉丝，
其发布的短视频贴合Z世代传播口吻，
风趣幽默又条理清晰。其创始人汤诗伟
曾公开表示，专业博物馆机构为了追求
严谨，把话说得四平八稳，令观众兴趣
索然；而一些导游、解说虽然讲解得天
花乱坠，但内容往往经不起推敲。“古
猫陪你去看博物馆”旨在解决这个痛
点，巧妙地将专业性、深度和趣味性融
合在一起。
“数不完的细沙，系了无数遍的鞋

带，完成后却只会陷入新的痛苦和焦
虑，就像一个白点，与世界格格不
入”——“水星逛博物馆”博主为了更
好地呈现杭州黑色博物馆的主题，体验
病患的真实感受并记录下来，该视频在
抖音上收获超136万的点赞、4.4万评
论和11.5万的转发。一位曾患抑郁症的
网友留言表示视频给了自己极大的动
力，“人”的力量让视频在传播知识、
普及文化之外延伸了更多价值。如何进
一步激活“人”的力量，这也是更多博
主正在思考的问题。

考古学博士成抖音大V，
Z世代正在以全新方式打开博物馆

■本报记者 汪荔诚

“水星逛博物馆”发布的视频截图。

▲《爱乐之都》节目现场，郑棋元携手郭耀嵘演绎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片段。
�《爱乐之都》节目现场，阿云嘎寄语舞台上的所有表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