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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任务(游戏剧场《旧物盒》)

跑完一圈后，最终回望（70年发展史）

来路，有一种深深感动，这里所见证过

承载过，基于戏剧又高于戏剧，流淌在

时间里却坚定扎根着的美、梦以及关于

爱的一切。”来自上海“演艺大世界”的

产业人员、音乐剧爱好者张萌雨“破

防”了。记者和她分在一组，全程跑完

了上海文化广场最新文化体验活动产

品——沉浸式游戏剧场《旧物盒》，并与

可能是上海最铁杆的音乐剧爱好者、观

众们一起为走过70年的剧院庆生。

看似最时髦的沉浸式体验，《旧物

盒》里却装载着这个地标甚至上海演

艺文化往昔岁月沉甸甸的回忆：1952

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逸

园跑狗场改建成为“上海市人民文化

广场”，同年11月，“人民文化广场”正

式命名为“文化广场”。从逸园跑狗场

到文化广场，从临时证券交易场所到

精文花市，再到国内首个以音乐剧演

出为主的现代化剧场——在这方历史

悠久的地块，它的每一次亮相与转型，

始终伴随上海发展的脉搏。日前，全

新的历史墙在上海文化广场二楼环廊

揭幕，带来不同人群对这片街区的个

体记忆，交织出这座城市70年的发展

变迁。

记录下他们与城市发展
并肩同行的难忘瞬间

在剧场里，一幕幕故事盛装上演；

在剧场和剧场之外，更有无数人记下

了他们和上海这座城市发展并肩同行

的难忘瞬间。在剧场大堂的装置里，

从上了年纪的长辈到时髦的青年，从

已退休的剧场工作者到音乐学院的学

生，几千条留言里，关键词都是爱戏

剧、爱艺术、爱剧院、爱上海。

从“远东第一大赌场”到容纳一万

五千人的当年全市最大舞台，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广场见证了诸多

文化交流盛事。1955年到1966年间

共计完成849场演出，观众人数多达

一千万人次以上。“我记得1966年前，

当时国内外优秀的剧团和节目都先到

文化广场。1953年，梅兰芳在文化广场

创造了京剧在万人以上剧场演出的先

例，令人印象深刻。”文化广场原党支部

书记周明钰回忆说。

1970年9月，文化广场在火灾之后

涅槃重生。盖叫天演出的京剧《武松打

虎》、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白毛女》、音乐

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

进》、朝鲜平壤歌剧院《卖花姑娘》、上海

乐团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大合唱《长征

组歌》，南斯拉夫的电影《桥》《瓦尔特保

卫萨拉热窝》，日本电影《望乡》《追捕》等

陆续上演，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

“文化广场在上海戏剧史、音乐史

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也是我的

‘红色小提琴’诞生的地方。”作曲家陈钢

至今还记得，1972年，小提琴家潘寅林

站在文化广场首演《金色的炉台》的情

景，“金色洒满了广场，也洒满了中国”。

2011年9月23日，作为现代化剧院

的上海文化广场正式落成开幕。与英国

GWB公司联合制作的开幕大戏《极致百

老汇》，开启文化广场作为音乐剧产业标

杆剧场的新起点。11年间上海文化广

场引进的海外经典原版大戏，为城市打

开了一扇窗——来自11个国家的881场

演出，吸引了超过110万人次观演，也吸

引了不少长三角及海外观众“拖着行李

箱来看戏”。它甚至成为一个精神地标，

吸引着一批批张萌雨们，培养了无数“从

小来看戏，长大就加入”“复兴中路走了

十年，从台下走到台上，终于与最爱角色

相逢”的演艺行业青年从业者。

探索开发演艺新空间，老
牌文化地标将施展更多可能性

不久前，“茅奖三部曲”《平凡的世

界》《主角》《白鹿原》悉数上演，揭开上海

文化广场70周年特别呈现序幕。眼下，

《粉丝来信》中文版亦作为文化广场周年

庆献礼演出回归，以六天八场演出展现

诗意文学图景。而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将于月底展卷，舞绘《千里江山图》的千

年静与动。作为现代化剧院和公共文化

艺术地标，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彰显着

将文化根系薪火相传的坚定选择。

除了高品质的演出，还有多场艺术

体验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去发现文化广

场作为公共文化地标的美好。全新沉浸

式游戏剧场项目《旧物盒》就是崭新的探

索，故事始于一位老奶奶遗落在文化广

场的旧物盒，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奶

奶从小住在白尔登公寓，见证了这一方土

地的种种变迁。“《旧物盒》采用时下流行

的互动式游戏形式，在游戏节奏与环节设

置方面充分借鉴剧本杀、沉浸式戏剧、城

市定向越野，活动中设有适合打卡传播的

物料与场景，除吸引音乐剧观众外，也将

吸引热衷于打卡新鲜事物的年轻群体。”

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

“会玩”的文化广场近年来探索开发

的演艺新空间新创意及新型轻质项目还

有很多。焕然一新的8号门 ·票亭，让常

来驻足购票的观众得到满意的购物体验；

今年新开放的C3空间也将多业态的生机

带进剧院；开设在C3空间外的全新沉浸

式声音剧场《声探世界》则将艺术实验性

探索与浸入式戏剧感官体验相结合；面

向业内业外受众的B2音乐剧文化研究

中心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在作为剧院成长的这11年里，文

化广场从剧目自制的探索，到新演艺空

间的开发，一次次突破自身定位，向新而

生。”正如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所

说，文化广场6000多平方米的全域空

间，都将成为梦想绽放的乐土、万物繁盛

的花园——不断壮大扩容未来“新生”力

量，也是一座剧院不断追随时代节拍和

城市发展的使命与担当。

上海文化广场推出70周年特别呈现演出和艺术体验活动

与城市共成长，文化地标“向新而生”

■本报记者 姜方

台上的“黄宝妹”与丈

夫吴华芳正在讨论是否要

去启东协助开办聚南棉纺

厂，台下的原型——“七一

勋章”获得者、新中国第一

代劳模黄宝妹聚精会神地

看着，不时跟着熟悉的唱

段轻哼几句。

沪剧小戏《纺织仙女》

日前作为压轴节目亮相

上海市优秀民营剧团展

演小戏节目专场。演出结

束后，文慧沪剧团团长王

慧莉拉着91岁的劳模一

起，两个“黄宝妹”留下合

影，“造型很漂亮”，台下

的黄宝妹笑盈盈地称赞。

为了更准确地向观

众传达黄宝妹的劳模精

神，激励更多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

们，文慧沪剧团四次前往

黄宝妹家中，用严谨认真

的 创 作 态 度 来 打 造 此

剧。小戏《纺织仙女》发

挥了沪剧善于抒情的特

点，着重刻画黄宝妹和丈

夫吴华芳之间的夫妻情

深，讲述了退休后的黄宝

妹自请去启东帮助筹建

纺织厂，吴华芳起初对黄

宝妹这一次的决定提出

了反对，而在两人一番推

心置腹的沟通后，吴华芳

决定自费陪伴黄宝妹前

往外地，让她继续安心当

好一名“纺织仙女”。

“以前我们厂里有各

种戏曲小组。”从青年时期

开始，爱好文艺的黄宝妹

就是一名戏迷，与沪剧一

代宗师丁是娥和剧种泰斗

邵滨孙都私交甚好。提起

沪剧名段“芦苇疗养院”

“办喜事”、越剧的“盘夫”

“我家有个小九妹”，她都

如数家珍。黄宝妹还记得

过去每周四的休闲时间，

她会和朋友们一起唱歌、唱戏，“有些

人不会，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唱”。

除了《纺织仙女》外，打击乐《戏 ·

鼓》、昆曲折子戏《百花赠剑》、沪剧小

戏《一张米票》《陌上心曲》、相声《马

小乐的“食指”和“拇指”》、舞蹈《游吴

越》先后在展演中亮相。据市演出行

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小戏节目始终

是民营剧团扎根基层的强项，短小精

悍、形式多样，便于演出，深受广大观

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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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每天早上10点，白领张小姐会

准点打开抢购界面，让她如上班打卡

般准时掐点的，是手机订购端上那个

可爱的玩偶——玲娜贝儿。近年来，

市场上的萌系商品愈加受消费者的青

睐，由一系列萌系商品引发的“萌经

济”悄然兴起。

从今年初北京冬奥会上“一墩难

求”的冰墩墩，到今夏席卷全网的“网

红”可达鸭……年轻人尤其是Z世代

更乐意为这一新“社交货币”买单。

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诸多因素，

有学者认为，年轻人生活节奏快，

“萌经济”满足了他们最基本的情感

需求；也有学者认为，在“限量”

“爆款”的营销逻辑下，卖“萌”商

家抓住了“稀缺心理”，使其成为一

种炫耀性消费。当“萌经济”日益植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买卖双方而

言，如何让这一新兴经济业态健康发

展从而真正“兴”起，尚需更多的思

考与探索。

警惕买“萌”变成炫耀性消费

谈起“爱上”玲娜贝儿的经历，

张小姐说，一开始也觉得不过是一只

新玩偶小狐狸，可刷了几天视频，一

发不可收拾：“谁会不喜欢会热烈互

动、撒娇耍赖、元气满满，还会害羞

转圈圈的小狐狸呢！每天工作完，看

到贝儿，会感到瞬间满血复活。”人

为什么会被“萌”吸引？

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心理医生为

了研究其背后原因，曾使用传感器观

测了54位志愿者看到萌系图片时的

脑内活动。结果显示，当人看到萌物

时，大脑的奖励系统非常活跃，中脑

腹侧被盖区活动增加，也就是会大量

分泌多巴胺，让人感觉非常快乐。

“‘萌经济’下的萌系商品，其

实就是对可爱的延伸。消费者把消费

行为作为表达自己个性与情感的方

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

教授王雅瑾认为，“萌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社交媒体，但消费者也要警惕

买“萌”变成一种炫耀性消费。以玲

娜贝儿为例，每天限量发售，线下商

店需获得购买入场券方可购买；线上

商店必须准点抢购，若消费者拥有一

只玲娜贝儿玩偶，可能意味着有钱、

有时间、有运气，或有钱、有人脉从

各渠道获得。

市场上，被赋予社交属性的萌系

商品溢价严重，更糟的是，还有人因

此进了医院。今夏，某快餐品牌推出

的儿童节套餐搭配玩具可达鸭营销站

上风口，成了“一鸭难求”的现象级

爆品。杭州的李女士由于没能买到一只

可达鸭，朝思暮想、夜不能寐，连续3

天失眠后，她走进了临床心理科。

对这种现象，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心理科主任朱大倩说，萌系商品均为

限量发售，会让人产生一种“物以稀为

贵”的心理，这背后既有消费主义下的

身份认同心理，也有“别人喜欢的我也

要喜欢”的执行群体意识。

“可爱的卡通形象确实能给我们的

大脑带来超常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让

人感受到极大的愉悦，但重在把握‘度’，

只要这份迷恋不影响到个人生活，未尝

不是一种特别的人生体验。”朱大倩说。

崛起的卖“萌”产业呼唤
更多创意IP

其实，“萌经济”的兴起与Z世代在消

费市场的高度活跃密不可分。不过分析

市场，王雅瑾发现，这一新赛道是否能一

直热下去还是未知。比如，较高的同质

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萌经济”的发展。

大部分“萌经济”下的商品大同小异，很

多商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品元素，并

没有太大特点，成为爆款的IP只占少数。

“某个爆款产品可能在短时间内会

受到消费者欢迎，但较高的同质化会制

约产品的长久性。因此，只有可爱是不够

的。”王雅瑾说，提到“萌经济”，不得不提

的一家企业就是泡泡玛特（POPMART）。

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曾说，“买盲盒就

像买冰淇淋，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

获得5-10分钟的多巴胺”。盲盒是“萌经

济”的一种，但它又不只是“萌”，还满足

了消费者基本的好奇心需求，这也是一

种解压的方式。

换一种说法理解，消费者对萌系商

品的喜爱可能会长期存在，但对某个产

品的喜爱不一定会长久。因此，企业必

须思考如何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产品

或IP背后要有自己的故事，能在更深

层次与消费者产生联系，让消费者产生

共情。“如果只是很可爱，那它的可替

代性就太强了，可能很快就会有更可爱

的产品出现。”王雅瑾说。

以故宫为例。故宫文创之所以取得

成功，首先是因为它背后有故宫这个历

史悠久的IP，而且故宫也进行了很多

创新。在业内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中国的企业如果希望打造一个成功

的“萌经济”IP，投入周期会很长，企

业也需要有耐心才能看到产出。

此外，王雅瑾也提到，重塑早期经

典IP也是一个选择。比如黑猫警长、葫

芦娃、孙悟空等，将其重新“萌化”，把

经典IP与一些新的元素和艺术结合起

来，如此更符合当代年轻消费者的审

美，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也有望让经

典重焕青春。

由一系列萌系商品引发的“萌经济”悄然兴起

Z世代缘何乐意为可爱买单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 日前，上
海大学里斯本学院正式揭牌。上海大

学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合作共建的上

海大学里斯本学院，是中葡两国在中

国大陆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

是目前中国和葡萄牙共建的唯一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双方希望通过高水平国际

交流，共同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一流学

术背景和广阔就业前景的卓越工程人

才，打造国际化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

才培养基地。

上大里斯本学院融合中葡双方的先

进理念和学科优势特色，参照欧洲标准

和国际工程师培养体系，在电气工程、

环境工程、土木工程领域培养基础扎

实、通晓英葡语种、具有国际视野和竞

争力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这些

未来工程师聚焦前沿关键问题，助力工

程科技发展，参与全球工程科技治理，

共迎全球发展与挑战。本月，上大里斯

本学院迎来首批180名新生。据悉，在

第一个办学周期，该学院计划培养90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当今世界，学习方式的改革和创新、

跨境高等教育等现实问题深刻影响着高

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上海大学党委书

记成旦红指出，未来全球的繁荣发展与

文明进步需要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努力，

教育国际合作需要肩负更多的责任，在

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世界可持续发

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上海大学从

1922年建校初期以“养成建国人才，促

进文化事业”为办学宗旨，到如今面向未

来发展，提出“养成强国济世人才，促进

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这个使命的完成

离不开大学间的力量聚合、共迎挑战。

作为以上海这座城市名字命名的大学，

上海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特色鲜明的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道路上，期待与更

多的合作伙伴增进互信合作，彼此赋能，

共同迎接世界高等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为服务全球教育治理、推动人类文明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校长路易斯 · 费

尔雷拉表示，成立于1288年的里斯本

大学，是葡萄牙著名高等公立研究型学

府，也是欧洲规模最大的综合大学之

一，致力于培养有责任感和具有能够适

应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发展要求的高水平

技能人才。他指出，虽然“大学”这一

体系的传统空间边界变得模糊，但其使

命从未改变，大学需要努力面向国际市

场，确保教学、研究和创新的高质量，

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创新人才社区。

中葡合作办学，携手培养卓越工程人才

上海大学里斯本学院迎首批新生

本报讯（记者吴金娇）2023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昨日开

启，至9月27日结束。网上正式报名时

间为10月5日至10月25日。考生应在

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浏览报考须知，并按公告要求进行报名。

2023年考研预报名启动

 文化广场依托其70年历史打造了

最新文化体验活动产品——沉浸式游戏

剧场《旧物盒》，图为该体验活动的道具。

 9月23日起展出的文化广场历史墙以及“向

新而生——30年后的上海文化广场”儿童绘画展。

▼ SCS音乐剧合唱团联手五位音乐剧演员，演

绎《从心出发——文化广场音乐剧金曲集萃》。

（均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

剧本的时间线从1997年讲起，一直

延续到新时代的当下。其间，《国务院关

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

政策出台，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创造世

界最快建芯片厂纪录、实现中国集成电

路产业“零”的突破等，许多产业的标志

性事件都在剧中有艺术化的改编呈现。

“但相比成功，40集剧本里，主人公们多

数时候面对的是困境和失败。”虞璐琳

说，因为现实如此，“十年磨一剑”何尝

不是我们站在今天回望来时路的某种

“事后诸葛亮”，“但在中国半导体产业

起步时，未来未知、荆棘一路，甚至连年

亏损。面对一次次失败，谁有挫不败的

信念？眼见其他行业光鲜亮丽，谁又能

抱着一颗不计回报的决心甘守实验

室？所有弥足珍贵的精神气，是需要巨

大勇气的”。

深入电视创作的“无人
区”，就像当年他们从0到1探
路那样

不必讳言，芯片创业题材是电视剧

创作的“无人区”。要闯滩，需要拿出些

硬核实力，正如中国芯片人从0到1的探

路那样。

人的塑造总是剧的成功关键，人

“活”则剧“活”。导演李骏记得初见剧

本时的感受：“我打开看了五集，就被

其中浓郁的情怀吸引。”出身工程师家

庭，个人职业生涯又曾执导过《峰爆》

等工业相关题材作品，李骏说，哪怕剧

本仍在打磨，他依旧感受到了故事里属

于理工人、科学家们的精神，那是他熟

悉的触动感。“但相比观众们熟悉的讲

述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影视作品，《纵

横芯海》 的气质是不同的。”导演说，

“如果说执著、奉献、筚路蓝缕地攻坚

等等品质，是中国理工人、科研人身上

代代传承的精神，那么《纵横芯海》要

塑造的，是属于当代的尖端领域的创业

者。”有人会称他们“战略型的科学

家”，有人称“科研界的企业家”，这些

外界称呼中不难看出，高瞻远瞩的战略

眼光、参与竞争的智慧策略、搏击风浪

的定力信念，缺一不可。

谁能驾驭这样的角色？清华大学方

面第一时间推荐演员黄晓明。他在电影

《中国合伙人》《无问西东》中的表现，以

及大众对于演员个人的认知，都让剧组

的影视创作者与行业人士为他投出信任

票。杀青当日的片场，拍摄的正是意气

风发的大学往事，妆发的质朴以及演员

神态里的清澈感，都让人恍惚时光倒

流。故事里，黄晓明饰演的张海潮在意

识到我们与欧美国家在产业发展水平上

的巨大差距后，辞别国外的优渥条件毅

然回国二度创业。而他的同学黎东升也

在同期回国打拼。殊途同归的他们各自

为中国芯片自主创新之路奋斗，推动创

建通讯芯片的中国标准制式……

立住了人，对一部行业剧，更紧要

的在乎专业过硬。这一点，清华大学集

成电路学院的全程把关值得信赖。另一

个佐证是，近百位曾经劝说编剧放弃

《纵横芯海》的行业领军人，如今纷纷

为其背书，华虹更是打开大门，为剧组提

供了生产线的拍摄。从拒绝到认可，剧本

的专业“不露怯”可见一斑。导演还透露

了一个细节。剧情需要，拍摄时请来芯片

从业者帮忙在2000年的电脑上安装芯片

软件，结果，剧组的道具师比从业者先行

完成。

自2016年一路走来，《纵横芯海》的表

述内核从未转移——致敬那些不因失败而

放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芯片人。

剧中有两处会让人泪目的设计。其一，编

剧从创作之初就坚持，要以特别的方式致

敬中国半导体领域的元老级人物谢希德、

黄敞等等。其二，是总监制曾映雪和制片

人崔陆萌正在酝酿的，把电视剧拜访过的

业界大佬重新请到镜头前，讲述他们燃情

的创业史。

致敬中国“芯片人”从0到1的奋进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