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春“艺”盎然系列活动的第二年，该活动致力于

为新人新作提供打磨提高的实践平台。 图为小剧场实验越剧 《再生·缘》 排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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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吴钰

电视剧岂能成“快消品”
王彦

周知的快消品有两种属性： 日常

用、 非耐用。 比方食品、 日化等， 用

完即抛。 但不知何时起， 不少电视剧

也成了其中一员———首播完毕， 销声

匿迹。
有 个 怪 现 象 ， 《西 游 记 》 《亮

剑》 《新白娘子传奇》 等首播距今十

多年乃至 30 多年的老剧能在不同频

道反复播出， 是为耐用品。 可近些年

首播的电视剧里， 又有多少所谓 “爆
款” 速生速朽？

至少从重播率来看， 过去三年首

播的剧集 ， 除 了 《琅 琊 榜 》 《伪 装

者》 《欢乐颂》 等少数派经得住常看

常新 ， 其余绝大多数 “播完即 抛 ”。
最新数据显示 ， 2015 年 至 2017 年 ，
国产电视剧生产完成并获准发行的剧

集数量依次为 394 部 、 334 部和 313
部。 换言之， 每年至少有两三百部、
近万集新剧只拥有一次生命。 若按平

均每集 50 万元至 100 万元制作成本

来算， 每年有耗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

元的电视剧再见之后再也不见。 一位

著名编剧大声疾呼： “电视剧成了快

消品， 何尝不是一种浪费！”
电 视 台 宁 播 老 剧 ， 也 不 重 放 新

剧， 固然有购剧成本的考量， 但观众

的 选 择 恐 怕 更 为 重 要 。 《西 游 记 》
《亮剑》 能被不同频道反复垂青， 无

非因每次亮相都有观众捧场。 至于那

些来时敲锣打鼓、 走时骂声一片的低

口碑剧， 终究只能是一锤子买卖。
是谁在疯狂炮制 “快消品”？ 资

本 ， 资本 ， 还 是 资 本 。 资 本 的 嗅 觉

里 ， 内容不是王 ， 大 IP、 明 星 、 潮

流 ， 才是香饽 饽 。 资 本 操 控 下 的 创

作 ， 精雕细琢 的 匠 心 不 重 要 ， 尽 快

变现才是关键 。 资 本 主 谋 的 市 场 思

维 里 ， 口 碑 创 新 低没关系 ， 只 要 能

在收视率中杀出血路， 连差评也是可

爱的。
资本为了跟紧潮流， 一部 《仙剑

奇侠传 》 火了 ， 《上 古 情 歌 》 《幻

城》 《青云志》 《轩辕剑》 《那片星

空那片海 》 《踏 火 行 歌 》 《烈 火 如

歌》 等等， 玄幻剧即便挨骂， 也不曾

断了明星领衔 的 前 赴 后 继 者 ； 一 部

《何以笙箫默》 带出都市剧的悬浮拍

法， 之后几年随便凑一对明星就能复

制粘贴出 《放弃我， 抓紧我》 《繁星

四月 》 《夏至 未 至 》 《爱 ， 来 的 刚

好》 《何所冬暖， 何所夏凉》 《极光

之恋》 等等霸道总裁、 傻白甜。
当然， 资本的最终目的还是得赚

钱。 花大把钱请来明星， 必然得靠另

一种手段收回投资。 怎么办？ 特效偷

工减料， 集数无限抻长。 这就难怪，
每年 1.3 万至 1.5 万集新剧里， 跟风

之作、 注水之作、 粗制滥造之作， 比

比皆是。 这也是为什么， 电视剧的制

作水准日益精进， 观众却越发怀念老

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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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成为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重要力量

《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8）》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互联网领域持续稳健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磊） 《上海传媒

发展报告 （2018）》 日前发布， 报告显

示， 2017 年互联网领域持续稳健发展，
数字技术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

合， 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 构建

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力量。
2017 年我国网络生态综合治理总

体处于较好水平， 由互联网治理延伸的

网络生态治理理念不断丰富， 网络治理

体系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 从理论创新

和战略部署到治理措施和治理成效， 良

性趋势逐渐显现。 报告显示， 网络生态

治理的理念和手段都有所创新， 通过法

治管理、 行政监督、 技术管控、 行业自

律、 公众监督等层面协同创新机制的运

行实践， 多措并举齐抓共管， 开创了互

联网发展和治理的新局面。
《上海传媒发展报告 (2018)》由上海

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编写， 兼具

全球视野与问题意识， 聚焦国内外前沿

性、趋势性问题；在学术层面突破创新的

同时， 力求能够为政府和业界的相关工

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 报告指

出， 中国网络生态治理与建设的理论日

趋深化，治理路径日趋清晰。网络强国观

日趋深化、依法治网论逐渐完善、构建网

络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推动了全球互联网

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法律法规

逐渐完善，依法治网成效显著，治理手段

愈发精细， 治理主体多元参与统筹协作

成为常态，治理机制更趋向长效化。
报告同时提醒， 当下网民结构存在

失衡。 2017 年发布的第 40 次 《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在我

国 7.51 亿 网 民 中 ， 农 村 网 民 占 比

26.7%， 而全国总人口中农村人口超过

50%。 同时， 不同区域、 不同群体之间

也同样存在失衡问题。 在网络应用、 网

络经济、 网络话语等诸多领域， 不平衡

现象相对突出 。 由于网民结构 存 在 失

衡， 因此， 网络传递的信息有时并不准

确， 仅仅根据网民的意愿来推测现实社

会中大众的意愿会出现偏差。
与此同时， 当下的网络生态治理与

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当前的互联

网治理大多采用事后追究方式。然而，在
大数据背景下，技术漏洞、商业交易中的

风险无处不在，网民的个人隐私、生活方

式等信息随时可能泄露。
业内人士认为， 应对当下的一系列

问题和挑战， 需要在操作层面完善网络

法律体系， 细化不同领域的法律法规和

监管责任 ， 并构建多元协同的 治 理 机

制， 促进各类主体共享共治。 应大力发

挥企业、 协会的能动性。 在线隐私、 虚

假信息、 网络诈骗、 色情淫秽等的治理

首先应由平台运营商和服务商来把关并

承担责任； 同时， 应充分发挥网民主观

能动性， 调动其积极性， 在良性网络空

间的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新人原创展现盎然春“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为青年提供延伸舞台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昨天发布春 “艺” 盎然系列

活动。 5 月 10 日起 ， 四位青年艺术家

的原创作品将在上海和罗马尼亚锡比乌

国际戏剧节上演。 演出以音乐剧场、 现

代舞、 音乐会和小剧场实验越剧多种形

式， 展现他们的艺术创想。
今年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春

“艺” 盎然系列活动的第二年， 以作为

“扶青计划” 的延伸平台。 今年该活动

联合上海民族乐团、 上海越剧院与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 ， 为青年艺术家 提 供 支

持。 延续对去年艺术节 “扶青计划” 委

约艺术家的聚焦， 春 “艺” 盎然成为他

们继续打磨和提升委约作品的 实 践 平

台。 今年参与展演的音乐剧场 《霸王》
和小剧场实验越剧 《再生·缘》 是第 19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委约作品。

《霸王》 由上海民族乐团的琵琶演

奏家俞冰领衔。 该项目于去年在艺术节

首演后， 得到海内外演艺机构的关注。
作为亚洲协会的文化推荐项目， 今年初

《霸王》 在美国纽约演出， 11 月还将受

邀参演香港新视野艺术节。 海内外买手

所看重的， 正是青年艺术家把民乐千古

名曲以 “音乐剧场” 这一创新形式展现

的构思。 演出中， 演奏员不再只是单纯

地演奏器乐， 而是被赋予了角色， 以曲

目的起承转合来讲述故事， 比如俞冰的

琵琶就是 “霸王” 项羽。 音乐方面， 主

创在 《十面埋伏》 《霸王卸甲》 《幽兰

逢春》 等古曲基础上， 新添原创曲目加

以缀连， 借此展开巨鹿之战、 鸿门宴、
霸王别姬等历史故事。

由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忻雅琴策划

的小剧场实验越剧 《再生·缘》， 则将于

今年 6 月登上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

节。 这部有着浸没式戏剧色彩的作品，
与越剧经典《孟丽君》 一样， 均取材自

陈 端 生 原 著 《再 生 缘 》 。 不 同 的 是 ，
《再生·缘 》 不仅打破了传统的镜框式

舞台 ， 同样也将吉他 、 小提琴 、 评 弹

纳 入 舞 台 ， 依 托 剧 中 三 个 人 物 形 象 ，
创造出三个风格鲜明的音乐人物形象。
作为王派传人， 忻雅琴希望为这出传承

剧目带来当代人的思考， 并赋予其不同

的气质。
此外， 青年舞者段婧婷则会在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 再度上演现代

舞 《Mirage|无人之境》。 “2015 国际肖

邦 钢 琴 大 赛 ” 银 奖 得 主 查 尔 斯·理 查

德-哈姆林将带来肖邦作品钢琴独奏音

乐会， 展现他对肖邦作品的深厚感情与

自己的理解阐释。

文化

文汇辣评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他对近现代中国复杂沉重的人伦之痛，作出准确书写

话剧《北京人》《原野》将陆续登上舞台，70多年过去了，曹禺作品中的人物仍直接而鲜活

中国戏剧大师曹禺的两部经典之

作将再现国内舞台 。 作为 “2018 北

京人艺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 的

重要演出， 由赖声川执导、 央华戏剧

制作出品的话剧 《北京人》 将在 3 月

30 日、 4 月 1 日首演于首都剧场。 紧

接着，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 《原
野》 将亮相上海大剧院， 进入第二轮

演出。
回 望 这 位 中 国 话 剧 艺 术 的 奠 基

人， 总绕不开 《雷雨》 《日出》 《原
野》 《北京人》 四部经典， 串联起其

一生的创作。 “这四部话剧都在表达

一个主题———近现代中国的 ‘转型’ 之

痛，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从农业

社会走向工业和商业社会， 没有什么比

这个命题更复杂、 更宏大的了。” 话剧

导演牟森说， 曹禺对近现代中国所经历

的复杂而沉重的人伦之痛， 作出了准确

且深刻的书写。

“那些灰色的人物 ，终究
要和时代告别”

在这四部作品里， 要数 《原野》 最

复杂、 最负争议，这部作品意象丰富，成
为最难呈现的曹禺之作。 而《北京人》的
演出最难“成功”———不单单是指艺术表

现上的成功，还指票房上的成功。
曾经 ， 话剧 圈 有 一 条 不 成 文 的 说

法： 《雷雨》 是挣钱的戏， 一个剧团揭

不开锅了， 那就排 《雷雨》， 一准儿有

票房； 《北京人》 太温， 是 “关门戏”，
不上座， 演出准赔。 因为 《北京人》 不

像 《雷雨》 那样大起大落、 情绪浓烈，
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和紧张感， 是一部

散文化的、 生活流式的作品， 像极了契

诃夫的风格。
创作 《北京人》 时， 曹禺正迷恋着

这位俄国戏剧大师， 正如契诃夫将无处

发泄的苦闷压抑在生活的表层下， 他用

同样的手法写下了 《北京人》。 戏剧的

冲突未必都是那种正面的交锋， 没有强

烈戏剧感的戏， 更接近生活、 更接近真

实。 “生活的感受化为舞台形象， 或者

写到剧本里 ， 是要经过许许多 多 的 过

滤、 透视， 经过蒸腾， 或者说是发酵才

能实现的。” 曹禺在 《北京人》 的创作

谈中这样说道。
《北京人》 以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

庭的衰落为背景 ， 折射出几代 人 的 命

运。 剧中的曾家是 “时代的弃婴”， 藏

匿着最苦痛的时代缩影。 “曹禺是以带

有历史高度的视野写下了 《北京人 》，
作品带有超脱感。” 上海戏剧学院丁罗

男教授说， 最难的笔法是 “以悲写喜”。
例如， 曾老太爷生活中唯一的快慰是一

遍遍油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 他又常常

把儿孙比作耗子。 老太爷曾皓、 江泰等人

作为腐朽衰败的典型人物， 身上带有喜剧

色彩。 “那些灰色的人物， 终究要和时代

告别。” 丁罗男说。

“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
赞美她们”

曹禺笔下的作品多为悲剧收尾， 其中

的人物大多都在反抗， 却很少能出现一位

“向命运反抗的胜利者”。 《雷雨》 中的繁

漪、 《日出》中的陈白露，是曹禺笔下与命

运抗争的女性代表，她们不是成为了不幸

福的太太 ，就是做了表面光鲜 、内心孤独

的交际花。 她们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

她们的反抗最终牺牲的是自己。
曹 禺 极 为 同 情 思 懿 、 愫 方 、 文

彩、 瑞贞这些妇女， 他曾写道： “中
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

高尚情操， 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

来赞美她们的， 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

界太美了。”
上海戏剧学院郭晨子教授认为，

曹禺对女性充满怜悯， 亦有欣赏的目

光， 对 “反抗命运者” 的解读更有价

值。 有趣的是， 人们多把目光集中在

曹禺笔下光彩照人或命运多舛的女性

形象， 但其实他笔下的男性角色同样

耐人寻味。 “有一类男性人物被写得

特别出色 ， 刻 画 入 微 ， 他 们 大 多 自

私 、 优 柔 寡 断 而 缺 乏 行 动 力 。 ” 如

《雷雨》 中的周朴园， 《日出》 中的

潘月亭 、 方达 生 ， 《原 野 》 中 的 大

星， 《北京人》 中的江泰、 曾文清，
莫不如是 。 70 多年过去了 ， 曹禺作

品的现实意义依然触目惊心， 剧中的

人物、 人际关系和现实中一样直接而

鲜活。 从现代价值观的角度看， 他们

更具有解读的意义。

“剧场+”创新体验，
激发文艺爱好者时尚热度和好奇心

当剧场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演出场所，剧场艺术也就不再局限于舞台表演

茶歇、 气球、 云朵、 灯光……在

一片粉色的海洋中， 剧场大堂里人头

攒动， 各种场景中盛装而来的观众在

自拍 、 发微博 、 晒朋友 圈 ， 如 果 不

是一侧长长的购票队伍在缓慢移动，
像极 了 一 场 时 尚 大 派 对 ， 甚至婚礼

现场。
其实这是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日

前举行的新演季剧目发布活动。 当晚

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受众超过数万人

次， 弹 幕 飞 出 都 在 感 叹 ： “太 会 玩

了 ！ ” 剧 场 “剧 场 + ” 活 动 推 出 的

点 心 工 作 坊 、 芭 蕾 体 验 课 、 咖 啡

教 室 …… 不 断 刷 新观众体验。 而上

海音乐厅的 “音乐午茶” “银杏音乐

会” 等拓展着音乐会的外延空间。
新媒体时代， 观众和剧场之间的

联系， 已远不止正式演出时的那一两

个小时。 通过社交网络的辐射， 剧场

突破了空间限制， 向更广泛的受众传

递艺术理念和生活方式， 更在深入和

长期的互动中 ， 大 大 提 升 了 剧 场 的

“黏性”。

新玩法不断“种草”，剧
场从网络“抢”人

事 实 证 明 ， “会 玩 ” 才 会 赢 。
当进入剧场的体验超越了买票看戏，
剧场艺术也不再局限于舞台表演， 确

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 新面孔前来。
去年， 文化广场新增会员六万多名，
尊享会员人均消费将近 7000 元， 复

购率高达 77%。 同 时 ， 问 卷 调 查 显

示 ， 一半观众 年 龄 都 在 25 岁 以 下 ，
学生比例近四成。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表示，
强调互动性和参与感， 是为了带给观

众独一无二的剧场体验。 “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 ， 人 们 的 生 活 越 来 越 虚 拟

化， 却也渴求在虚拟世界中寻找一些

真实的情感。” 举办这些活动不仅是

为了推荐剧目， 也希望观众走进剧场

时能汲取能量、 舒展身心， 分享艺术

生活的魅力。
对年轻观众来说， 走进剧场不仅

是为了观演本身， 更是一种带有仪式

感的浸入式体验。 他们也不再满足于

观看者角色， 而是通过摄影、 留言、
写剧评等成为见证者、 评论者， 进行

多元的自我表达。 费元洪说： “我们

鼓励这些讨论， 讨论的目的是让大家

最终走进剧场， 为优质的演出内容，
提供最有效的二次传播。”

用爆款激发观众好奇心，
尝试更新颖的打开方式

“梦幻庆典”仅是文化广场这些年来

“头脑风暴”的其中一例。
经典音乐剧 《西 区 故 事 》曾 于 去 年

11 月登台文化广场。 在剧场大堂的大

幅 红 色 海 报前 ，情侣牵手 、花样少年凌

空 跃 起 ，相 机 、手 机 一 片 “咔 嚓 ”声 ，灿

烂的笑容及腾空的瞬间与音乐剧《西区

故事》的经典编舞画面相映成趣。 排队

来合影的观众几乎都 “秒转 ”了自己的

“西区跳”， 美国当代编舞大师杰罗姆·
罗宾斯就这样，隔空在申城的朋友圈刷

了屏。
此前文化广场在剧院开放日曾定制

了以栀子花、 玉兰和夜来香等混合而成

的“上海香”，“拥抱”步入正厅的观众，首
次尝试让气味也成为剧场的 “人 文 标

识”。 观众席扶手上也新增了二维码，让
观众可以身不离席获取当晚演出的电子

节目册， 并通过网络及时向剧场反馈演

出和服务意见。 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
献演申城时， 女主角茜茜公主的锦衣华

服，以及她手中颇具造型感的扇子，让文

化广场工作人员觅得灵感： 特别设计扇

子衍生品，邀请观众以各种古典宫廷“扇
子手语”姿势拍照，回传给剧场互动；与

时尚品牌合作， 举办艺术生活类课程，
“公主范儿”成了新风尚。

据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介绍，种种

细节的完善， 是为了观众身之所至、鼻

之所闻 、手之所及 ，都能体会到润物细

无声的服务，让走进剧院成为一种享受。
还有不少剧场在尝试更新颖的打开

方式。 去年 11 月，一场沉浸式音乐体验

“音乐厅奇妙夜”，揭开了凯迪拉克·上海

音乐厅 2018 新乐季发布的帷幕。音乐厅

的每个楼梯和转角， 都成为音乐故事的

叙述者，参与者们在演员的带领下，完
成了一段新乐季的奇幻旅程。 上海女

婿、 德国网红阿福对发布会进行了全

程直播。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表示，沉

浸式音乐体验传达了在音乐厅这样古

老的建筑里， 也同样可以焕发出青春

活力。 “希望所有年龄层的观众，都可

以和音乐厅零距离接触， 这是一个不

存在门槛的剧场。如今剧院这么多，要
做出自己的特色， 就必须勇敢踏出创

新的步伐。 ”
音乐厅近年来持续推出的公益音

乐午茶、银杏音乐会，也都在打破正襟

危坐听音乐会的传统观念。 午后、黄

昏，剧场后厅、室外草坪，最惬意的时

刻、 最美妙的景致， 都可以和音乐相

关———剧场和观众之间能产生怎样奇

妙的化学反应， 相信未来还有更多惊

喜等待发掘。

上海文化广场 2018 演出季发布会如一场粉红 “梦幻庆

典”，通过社交网络的辐射，突破了剧场空间限制。
（均文化广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