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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皇冠”揭开神秘面纱
易北爱乐音乐厅开幕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 （见习记者姜方） 昨天， 矗

立于德国汉堡海港城港口上的易北爱乐

音乐厅正式揭开神秘面纱。 “这个场所

并非只为古典音乐而建造， 而是为了人

类建造， 她是为了提醒人们优美的存在

必将永远存在。” 舞蹈家金星为此音乐

厅正式开幕拍摄宣传片时如是说。
还未揭幕之前， 易北爱乐音乐厅就

以突破想象力的设计和美丽精巧的造型

刷屏世界乐迷的朋友圈， 并早早预定了

“德国汉堡新地标” 的席位。 远远望去，
这幢高达 110 米的玻璃结构体建筑宛如

“玻璃皇冠”， 不仅在茫茫大海上召唤船

只， 更点燃了一座城市的音乐热情。 金

星说： “这座建筑必须这么建造， 必须

有这么高， 必须得有那些窗子， 这是在

向音乐致敬， 向每个人心中被她唤醒的

卓越感致敬， 她代表着从平凡的起点达

到闪亮的高度所必经的那段漫长历程。”
在 “玻璃皇冠” 中， 1 万块石膏纤

维板拼接而成的 “白色皮肤” 对音响效

果起到决定性作用———每块纤维板都单

独铣削以组成完整的表面结构， 使得声

音可以扩散至任一角落。 “白色皮肤”
由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与

日本建筑声学大师丰田泰久合作打造而

成。 出生于 1952 年的丰田泰久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声学工程师之一， 由

他参与声学设计的音乐厅约 60 座， 包

括洛杉矶华特·迪士尼音乐厅与哥本哈

根音乐厅等。
作为驻厅乐团， 北德广播易北爱乐

乐团将在这座易北河边的独特音乐厅中

找到自己的新家 。 昨晚 ， 指挥 家 托 马

斯·亨格布洛克带领北德广播易北爱乐

乐团， 携手安妮薇布克·莱姆库尔、 菲

利普·雅洛斯基等知名独唱家在大音乐

厅举行了首场音乐会 。 而于今 晚 揭 幕

的小音乐厅 ， 驻厅室内乐团鸣 声 合 奏

团已为揭幕晚会起名 “非常空间”。 观

众可以欣赏到由埃米利奥·波马里科指

挥、 奥地利作曲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

希·哈斯编写的作品首演。 在为期 3 周

的 开 幕 音 乐 节 中 ， 芝 加 哥 交 响 乐 团 、
维也纳爱乐乐团等知名乐团将 登 台 献

演 ； 世界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 友 友 和

钢 琴 家 凯 瑟 琳·斯 托 特 将 联 袂 演 出 巴

赫 、 舒伯特 、 德彪西和西贝柳 斯 等 音

乐家的作品。
据悉， 勇气、 创造力和对世界开放

的胸襟都被融入易北爱乐音乐厅的设计

理念中。 “我仿佛能听见这座建筑物在

对我轻轻耳语， 她敢于把一切可能性都

发挥到极致； 我已经能预感到这里将成

为艺术家们才艺竞相绽放的地方， 不论

他们来自哪里。” 金星说。

美剧《怪奇物语》第二季开拍
灵魂人物“小十一”将回归

去年 Netflix 推 出 的 科 幻 惊 悚 题 材

新剧 《怪奇物语》 成为一匹黑马。 片中

浓厚的怀旧文化氛围和错综复杂的故事

线 ， 都让观众惊喜 ， 拿下了 Netflix 上

播放量的最新纪录 。 日前 ， 剧 组 透 露

《怪奇物语》 第二季已经开拍， 而在第

一季中拥有超能力的灵魂人物 “小 十

一” 也将在第二季中回归。
《怪奇物语》 是一部很难被归类的

电视剧， 集怪物、 异空间、 超能力、 阴

谋论、 冒险等高能元素于一炉。 而三线

并行的叙事， 也让儿童、 青少年以及成

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切入视角。 故

事发生在美国一个叫霍金斯的小镇上。
小学生威尔、 达斯汀、 麦克、 卢卡斯都

热爱科幻作品， 喜欢科学实验， 相同的

爱好使得他们成为彼此最要好的玩伴，
然而一天晚上， 威尔在骑车回家的路上

突然消失， 其他三人便开始了寻找同伴

的冒险之旅 。 而此时 ， 一个剃 着 圆 寸

头， 穿着病号服的超能力少女艾尔 （也
就是大家喜爱的 “小十一”） 也闯入了

这个三人小分队 。 除了这条儿 童 线 条

外， 麦克的姐姐南希与威尔的哥哥组成

的青年组， 以及威尔的妈妈与小镇警长

吉姆组成的中年组， 也一并开始了寻找

亲人的冒险。 而最终三组人马发现， 原

来是某大企业正在进行的超能力实验，
打开了异空间与当下时空的通道， 而威

尔正是被异空间中的怪物抓走了……

该剧的导演兼编剧马特·达菲和罗

斯·达菲兄弟， 曾将 《怪奇物语》 称作：
“一封写给上世纪 80 年代的情书”。 而

在电视剧精致复古的怀旧氛围中寻找那

些向 80 年代流行文化致敬的内容与细

节， 也成了观众与编剧之间心照不宣的

小游戏。 小伙伴们平时最喜欢玩的就是

80 年 代 流 行 的 《龙 与 地 下 城 》 桌 游 ，
而正是这款游戏给了他们存在异空间的

启发； 三人小分队救助沉默寡言遭到追

捕的 “小十一” 的情节， 与斯皮尔伯格

执导的 《E.T.》 颇为相似； 青年组充满

了荷尔蒙的情感纠葛与 “关灯打怪” 的

过程， 也颇得 《猛鬼街》 的精髓； 剧中

那个与现实世界互为倒影的 “逆世界”
以及其中生活着的怪物又很难让人不联

想到 《寂静岭》 与 《异形》 系列。
鉴于第一季的出色表现， 第二季的

回归并不出人意料。 在第一季的结尾，
威尔被救回， 而 “小十一” 却与怪物一

同消失， 对于这一角色之后的命运， 观

众颇为关心。 而这个悬念应该得以在第

二季中揭开， 主创透露， 新一季的故事

会紧接第一季的结尾展开， 而第一季只

碰触到了秘密的皮毛， 之后会有更多维

度的展开。 在此前放出的第二季预告片

中， 时刻闪现着 “疯狂” “重回世界的

男 孩 ” “南 瓜 地 ” “某 处 ” “风 暴 ”
“蝌蚪” “秘密小屋” “大脑” “迷失

的兄弟” 等字样， 照第一季每集一个关

键词的 “套路” 判断， 这些充满想象空

间的词条也应该对应着第二季的内容。

■本报记者 张祯希

40余部海外优秀儿童剧来沪献演
泥巴、影子和蹦床，打开“小不点”的大视界

在剧场里玩泥巴， 爸爸妈妈们会晕

倒吗？ 来自冰岛的大人们竟然从冰岛运

来了泥土， 让都市里的孩子们与黑乎乎

的泥巴来一场 “亲密接触”， 一部生态

体验剧 《泥城堡》 小观众们玩得不亦乐

乎。 “锡纸” 也能做一部戏？ 来自比利

时的锡纸人偶童话剧 《追月亮》 就做到

了。 艺术家用一层薄薄的锡纸塑造出百

变角色， 天马行空的表演， 让大小观众

大开眼界……
让孩子们参与舞台， 成为剧场的主

角，今年，成立两年多的亲子微剧场“小

不点大视界” 将为有孩子的家庭带来更

多好玩的互动剧， 不仅在京沪两地的微

剧场将推出 24 部优质好剧，“亲子戏剧

季 ”也将在多个城市 “遍地开花 ”，来自

21 个国家的 40 余部好戏将在上海 、北

京、苏州、昆山、成都、杭州、深圳、重庆、
郑州、青岛、南京等多地剧场上演。

“大人睡觉，小孩欢蹦乱跳”，这样的

神奇现场来自英国蹦床霹雳舞 游 戏 剧

《酷弹不眠夜》。 整个剧场将化身为私密

卧室，在创意十足的“蹦床”上，枕头大战

与舞林高手的“比舞大会”同时上演，整

个剧场将成为艺术家与孩子们共同 “撒
欢”的海洋。来自巴西的多媒体影子互动

剧《动物夜狂欢》将把传统艺术的精工细

作与南美的缤纷色彩相互碰撞， 带来光

与影的梦幻质感。据悉，该剧团已连续两

年荣获巴西文化部颁发的文化杰出贡献

奖。在欧美热演了整整 18 年的法国脚踏

车剧场物件剧《梦幻邮递员》此次是首度

来华。剧中，“邮递员”将带来很多充满魔

法的包裹箱， 用最出乎意料的梦想递送

组合，送给孩子一个最暖心的故事。来自

英国的声音探索互动形体剧《嘘……磅》
中，音响师将带领孩子蹦一蹦、扭一扭，
来一场疯狂旋转，把“噪音”变成最创意

的旋律， 让孩子在创意奇特的节奏中用

身体探险。
此外， “小不点大视界” 曾经的一

些热演剧目也将陆续回归， 包括老少皆

宜的西班牙多媒体动画互动剧 《猫飞狗

跳 》 ； 智 利 生 态 音 乐 旅 行 剧 《早 安 南

美》； 法国水循环装置动画音乐剧 《水

孩子》 以及爱丁堡艺术节热演剧目、 英

国创意人偶剧 《小小云先生》。
去年， “小不点大视界” 牵手中瑞

艺术家共同打造的中国首个原创婴儿剧

场 《云上的孩子 》， 在沪上引发关注 。
这是个专为 3-18 个月的婴儿打造的独

特空间， 以柔软、 温暖的音乐、 舞蹈、

装置艺术不断激活婴儿的全感官， 再度

体验生命最初的感觉。 今年， 有更多的

艺术家将参与到该剧的创作中 来 。 继

《云上的孩子》 后， “环球儿童艺术实

验室” 的第二个项目接踵而至。 中英将

共同合作人偶剧 《鹅鹅鹅》。 剧中， 一

个独立又古怪的女孩、 天生一根筋的白

鹅， 将有一段 24 小时的奇妙友谊， 笑

泪交织的温情演绎， 会让孩子们体验到

友谊融化冰川的力量。
如何在剧场外给孩子们更多的艺术

熏陶与滋养？ 这是许多妈妈的困惑。 为

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每一部经典好剧

的内涵， 以及艺术家创作背后的理念，
今年 “小不点大视界” 首度推出剧前导

读手册， 让小观众们在进剧场前就能对

剧目有一个初步了解， 从而更好地投入

到观剧体验中。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剧场+”：让上海的夜色更美好
52个专业剧场点亮中心城区，申城不断释放出更多更新的演艺空间

据东方票务网数据， 昨日上海地

区有 178 台音乐会（剧）、64 台话剧同

时售票 ， 演出 市 场 人 气 之 旺 可 见 一

斑。 城市的生活早已告别单调的两点

一线， 因为看戏、 听音乐会、 观赏舞

剧……生活的延长线五彩缤纷。
与滚烫的演出市场数据一样，不

断翻新 、 上涨的 还 有 上 海 剧 场 的 数

量。 你知道 2016 年，上海冒出了多少

个新剧场？ 就在你生活、工作的街区

里，还有一些剧场正悄悄准备拔地而

起， 你知道这些城市新景观的功能与

蓝图吗？
随着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进程

加快， 以中心城区旧区改造、 老厂房

再利用 、 产业园区 业 态 调 整 ， 以 及

大型商业综合 体 文 化 项 目 的 植 入 为

代表的城市更 新 与 转 型 发 展 ， 正 为

上海剧场设施 建 设 带 来 更 加 多 元 化

的开发新空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

长徐清泉在他领衔的 《上海演艺市场

现状及对策研究》课题中，梳理了上海

剧场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他说：“建设以剧场为核心，集

文化演艺、休闲娱乐、商业购物于一体

的综合性生活消费集聚区， 将是未来

剧场发展的主流趋势。 ”“剧场+”的规

划概念，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对表”超大型城市，“坐
席”多少才能满足市民需求

还在“十二五”期间，上海就确立

了“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十二

五”末期，上海剧场设施布局已逐步形

成集群。 52 个专业性剧场集中在中心

城区， 其中内环以内有 42 个专业剧

场，占全市剧场总量的八成。与之相应

的是，中心城区剧场的演出场次、观众

人次、 票房收入在全市占比也均超过

八成。
黄浦、 静安和徐汇区拥有剧场数

量最多。 环人民广场核心区剧场密度

更是高达每平方公里 9.3 个。 一些优

质的演出场馆已占据演出市场的中心

位置。
在剧场总量上， 上海现有各类剧

场 124 个， 而人口数量不及上海的纽

约却有 643 个剧场、 巴黎有 353 个剧

场、伦敦有 241 个剧场。徐清泉和他的

团队建立过统计模型， 如果按目前纽

约常住人口 833 万、上海 2301 万来折

算，纽约每万人拥有剧场 6.8 个，而上

海每万人拥有剧场 0.05 个。 “对表”同
样是超大型城市的纽约， 上海的剧场

空间依然巨大。
“上海市演艺场馆目前的坐席数

量尚不能满足公众需求。” 少掉的部

分在哪里呢？ 徐清泉认为， 在中小型

剧场， 在多功能剧场， 在中环外、 在

外环外。

“圈”“环”“带”“轴”，画出
更繁荣新景观

“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在剧场设施

建设方面谋划新发展。 一是形成“环人民

广场剧场群”；二是形成“都市演艺产业中

轴”；三是形成“滨江创新创意剧场带”；四
是形成“苏州河以北演艺新空间”。

“环人民广场剧场群”的规划是一

内、一外“两个圈”。 外圈是“十分钟步行

圈 ”，包括黄浦剧场 、大世界 、中国大戏

院、新光影艺苑、茉莉花小剧场、共舞台、
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仙乐斯木偶剧

场在内，只要步行十分钟，就能从一个剧

场到达另一个剧场。日前，大世界已进入

试运营阶段， 中国大戏院和长江剧场仍

在改造中。而“五分钟步行圈”距离更近：
囊括长江剧场、天蟾逸夫舞台、人民大舞

台。这个区域具有显著的城市历史记忆，
老牌影剧院纷纷焕然新生。

“滨江创新创意剧场带”沿黄浦江岸

由北向南延伸，包括北外滩艺术中心、陆
家嘴金融区楼宇剧场、老码头音乐剧场，

世博浦西演艺项目（凤凰巢）、世博浦

东演艺项目、梦中心剧场、阿芙蒂娜剧

场、上海大歌剧院。 可以发现，这一构

想为上海金融产业区域的发展注入了

更多文化的活力。
黄浦江外，“苏州河” 沿岸也将迎

来更多的机遇。桃浦中央公园剧场、上
海马戏城、 杨浦大剧院、 星梦剧场、
1933 小剧场、浅水湾艺术中心等将形

成“苏州河以北演艺新空间”。
“都市演艺产业中轴”则是从更高

的视野俯瞰城市的剧场地图，包括：虹
桥国际舞蹈中心，静安现代戏剧谷，环
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 浦东陆家嘴金

融区剧场群，浦东花木地区剧场群。
可预见的是，今后五年，上海演艺

场馆设施会有相当规模的增长。 业界

人士认为，如何真正激活这些剧场在城

市文化生活中的应用成为关键问题。

突破传统剧场概念：拓
展演出表现维度

美国百老汇亚洲总裁马克·鲁斯

说：“千万不能以为建好一个剧院后，
有演出团队进入就好， 一定要让观众

多角度慢慢地认识剧院的特色， 这才

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 ”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美琪大戏院、黄浦剧场、浸没式戏剧专

属剧场、 虹桥艺术中心等改建或新建

的剧场正式投入运营， 它们或是老牌

影剧院“重装”登场、或是老旧厂房改

建的专属剧场， 更加注重挖掘自身的

特色。 诚如马克·鲁斯所言，剧场文化

并不仅仅体现在演出中。 上海近年来

最新涌现的剧场，都有自己的“个性”，
如上海保利大剧院请来日本建筑大师

安藤忠雄操刀设计， 剧院本身已经成

为了一座艺术品， 它独特的 “水景剧

场” 也进行了首秀。 东方艺术中心的

“演出季”、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会员

沙龙”等活动也已经成为固定的品牌，
收获了相当数量的观众群。

“互联网+”与 “+互联网 ”也带来

了新机遇。专家介绍，传统剧场正在逐

步探索现场演出与多屏同步、 线上线

下互动的新样式。 舞台演出观演形式

从单向传递转为互动体验， 新媒体与

高科技导入舞台硬件及灯光、音响、舞
美等环节， 丰富和拓展演出表现维度

已成为行业趋势。 2016 年，名导赖声

川就将在自己的专属剧场“上剧场”内
拍摄网络情景喜剧， 这是话剧与网剧

的首次碰撞。
“一些演艺机构及演艺生产者，已

经突破了既有的剧场空间限制， 开始

与一些商企机构合作， 通过翻修改造

原有的商务空间单元， 来开辟新的个

性化演艺剧场。 ”徐清泉说，赖声川在

徐汇美罗城创办的“上剧场”，以及虹

口区 1933 文化产业园区创办的“微剧

场”和“空中舞台”等，就是国内演艺剧

场方面“泛在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新老剧场，好的内容永远是核心
上海新剧场建设如火如荼， 崭新

漂亮的剧场纷 纷 拔 地 而 起 ， 鲜 花 簇

拥， 人气十足。 同时， 有一些 “老”
剧院在寻求突破， 重新定位。 剧院能

否吸引观众， 好的硬件设施只是第一

步， 更难的是好的软件建设———优质

演出、 专业团队和忠实观众。
上海剧场数量在不断刷新， 是否

会出现 “软件跟不上硬件建设” 的不

平衡现象？ 很多人在认真思考。
按 国 际 惯 例 ， 人 均 GDP 超 过

4000 美元就将转向文化消费 。 上海

文化消费市场巨大。 能否满足他们个

性化的需求， 成为打开市场的关键。
因此， 演出数量和观众数量不仅仅是

一个简单的配比的问题， 还涉及到多

样性的问题。

在风格 “口味” 分众的时代， 不

是说演出越多越好， 而是越 “丰富”
越好。 剧场也不是越大越好， 而是越

“稀缺” 越好。 只有这样， 创作才能

找到出口， 渠道才有内容。
如何才能避免剧场沦为建筑 “空

壳”？ 其核心在于好的内容。 有舞台

有灯光的建筑， 要有好的演出项目，
才成为真正的剧场， 这就需要优秀的

剧场管理者。 管理的有效性， 将直接

决定剧场的生存和发展。 优秀的剧场

管理者能为剧场的演出方向、 运营模

式做出科学、 合理的决策和判断， 能

够在文化与市 场 之 间 保 持 健 康 的 平

衡。 上海开放、 良好、 生机勃勃的演

出环境， 需要更多的人才， 热爱并投

身其中。

2016剧场朋友圈刷新了些什么
美琪大戏院黄浦剧场 “重装登场”

4 月 9 日 ， 阔别观众 5 年的美
琪大戏院正式回归。 始建于 1941 年
的美琪大戏院， 由中国著名建筑师范
文照设计 ， 具有典型的海派艺术风
格。 剧场改建在 “原汁原味” 重塑当
年原貌的同时， 也在舞台、 观众席、
音响设备中增添了不少现代高科技元
素 。 话剧 《商鞅 》 《杜甫 》 《阮玲
玉》 《聆听弘一》 《戏台》 等精彩戏
目先后亮相美琪， 受到观众欢迎。

位于北京东路、 贵州路口的黄浦
剧场同样是上海老牌影剧院之一， 有
着 83 年悠久历史。 11 月 25 日， 这
座人们记忆中的 “国片之宫 ” 再度
“闪亮” 登场， 首个演出季精彩纷呈，
各类演出活动共计 100 余场 。 不仅
有来自爱丁堡、 法国阿维尼翁等国际
艺术节的最新节目， 更有多个精彩纷
呈的公益活动令这座老牌剧院焕发出
新的光彩。

浸没式戏剧专属剧场神秘亮相
北京西路 1013 号， 原是一座总

建筑面积 7700 平方米的旧厂房， 如
今它摇身一变成为神秘的 “麦金侬酒
店 ” ， 12 月 14 日 正 式 开 门 “迎
客”。 风靡纽约 5 年之久的浸没式戏
剧 《不眠之夜 》 上海版就在此处上
演， 票房火爆。 整栋酒店被改装成了
三十年代的复古风格， 同时它也是国
内第一个浸没式戏剧专用剧场。

上海保利大剧院水景剧场首秀
11 月 6 日， 布里根放克摇滚乐

团演唱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水景剧场
举行， 吸引了千余名观众来此狂欢，
这也是上海保利大剧院自建成后首次
启用水景剧场。 上海保利大剧院由当
代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 其最为独
特的 “水景剧场” 用观众席连通剧院
内部， 营造出湖水与建筑相互交融的
整体感， 能够为创意剧目提供施展的
舞台。

记者手记

相关链接

在编剧精心构建下， 怪物、 异空间、 超能力、 阴谋论、 冒险等高能元素在

《怪奇物语》 中被熔于一炉。 （资料图片）

2016 年， 人们记忆中的 “国片之宫” ———黄浦剧场再度 “闪亮 ” 登场 。
首个演出季， 各类活动达百余场。 （黄浦剧场供图）

2016 年 11 月 6 日， 布里根放克摇滚乐团演唱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水景剧

场举行， 吸引了千余名观众来此狂欢。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远望易北爱乐音乐厅， 这幢高达 110 米的玻璃结构体建筑宛如 “玻璃皇冠”，
不仅在茫茫大海上召唤船只， 更点燃了一座城市的音乐热情。

（易北爱乐音乐厅官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