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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昕

（上接第一版）

在骄阳与台风之中，二次元热浪汹涌袭来。7月13日开幕的CCG

EXPO吸引观众17.8万人次；BW紧随其后，入场观众超10万人次；7月

底，ChinaJoy合计入场人数达33.8万人次。8月10日至8月13日，《原

神》线下嘉年华活动“原神 ·FES”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入场

券早已售罄。与此同时，游戏嘉年华、动漫主题店、快闪活动遍布申城，

打造“不落幕”的青春聚会。

在小红书、大众点评等社交媒体的生活服务专区，“上海二次元攻

略”热度居高不下。有网友贴心列出详尽路线，比如走出南京东路地铁

站，周边有百联ZX创趣场、上海外文书店、新世界城《名侦探柯南》主题

餐厅等一批热门打卡点。被许多动漫迷称为“上海秋叶原”的百联ZX

创趣场，由华联商厦改造而来。如今，整栋楼宇已被动漫热门IP全覆

盖，这里汇集了万代魂TAMASHIINATIONS首家海外旗舰店、Mega 

House中国首店、万代VRZONE上海首家体验店等众多海外头部IP和

本土原创品牌的线下首店。近期，百联ZX创趣场举办了《永劫无间》城

市赛、《盗墓笔记》稻米节、ACG交响音乐会等几十场活动。7月，商场

的客流量和销售额创下了开业以来的新高。

记者了解到，除了人民广场之外，静安大悦城、徐家汇美罗城也是

二次元爱好者必到之处，浦东、松江等多处还潜藏着众多“二次元秘

宝”。18.03米的自由高达立像竖立在金桥啦啦宝都商场门口，晚上灯

光秀特别酷炫；松江印象城的屋顶上，有一只10米高的大型玻璃钢皮

卡丘；高达12米的赛罗奥特曼雕塑落户上海海昌海洋公园，那里还有

全球首个奥特曼主题娱乐区……

踏上申城“二次元路线”，高翎钰和女友惊喜连连，原已排满的日程

表仍在不断添加。为了各自喜欢的作品，两人还要分头行动。这几天，

女友想去静安大悦城的《间谍过家家》快闪店，而高翎钰则打算到新世

界城的《名侦探柯南》主题餐厅尝鲜。周末，他们相约到位于漕河泾的

米哈游总部打卡参观，而下周即将举办的“原神 ·FES”则是此次上海之

行的高潮与尾声。“我们来啦，‘提瓦特大陆’（《原神》游戏世界）！”

数字文化竞相绽放，元宇宙为申城文旅注入活力

工作日下午，上海明天广场“X-META｜机遇时空”国潮元宇宙主

题乐园的入口处依然聚集了不少游客。其中，既有趁暑假带孩子来“尝

鲜”的市民，也有拖着行李箱来打卡的游客。由爱奇艺推出的《风起洛

阳》VR全感跨次元互动娱乐项目，自今年4月营业以来已吸引6000多

名体验者前来体验。这个全新概念的VR剧场占地约600平方米，集纳

了3D扫描、数字建模、VR互动等相关技术，让玩家于室内体验游走在

广阔空间的感觉。

置身《风起洛阳》全感剧场，玩家们戴上VR设备，便可以“穿越”到

神都洛阳，与神秘组织“春秋道”斗智斗勇。刚走出体验区，玩家王其鸣

似乎还沉浸在元宇宙的奇妙世界里。“岩浆迫近的热感、乘坐载具的风

感、高空坠落的震荡感都非常真实。”他意犹未尽，“今晚回家，我要再刷

一遍剧，然后约朋友们一起来玩。”记者获悉，基于热门剧集《苍兰诀》打

造的VR全感剧场预计明年推出，X-META还在与洛阳、北京等城市洽

谈合作，一系列VR项目未来将陆续落地。

数字文化竞相绽放，为申城文旅注入澎湃活力。申城的弄堂里、楼

宇中，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星罗棋布，新鲜奇妙的艺术体验层出不穷。

在兴业太古汇，“消失的法老”沉浸式探索体验展依托元宇宙技术，引导

身在上海的观众“登上”胡夫金字塔顶，“俯瞰”吉萨高原。在今潮8弄，

“折叠雨林”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带领观众穿越雨林的神秘底层，探索光

影与自然的交织之美。在WWAC奇观艺术中心，“幸会克里姆特”沉浸

式光影艺术大展开启充满诗意与想象力的艺术旅程，观众可以走进数

字化的经典画作，感受复合造型元素中蕴含的浓厚情感。

游戏嘉年华、动漫主题店、VR体验馆、沉浸式光影展在上海扩张的

脚步，是数字文化扎根这片创新沃土，不断成长绽放的缩影。在全球游

戏市场低迷的态势中，2022年上海网络游戏行业实现销售收入1280亿

元，同比增长2.40%。上海网络视听产品在全国保持领先，2022年相关

产业收入达1650亿元，出品了重点网络剧38部、网络电影22部、网络

动画片84部、网络微短剧34部、网络纪录片14部、网络综艺18部。上

海持续加强文化数字化建设顶层设计，推动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不久前发布了《上海市打造文旅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利好政策频出进一步提振了相关企业信心。

国内外投资商对来沪投资文旅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行动抢

占先机。今年上半年，以外滩艺术中心等为代表的10个时尚文旅集群

项目在沪签约启动。其中，光大会展中心将变身为普德赋“光明之城”，

投资总额超6.5亿元，计划于今年年底揭幕，有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沉浸式演艺剧场。“上海是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在文旅方面发展最成熟的

地方。”在法国普德赋亚洲集团CEO杰弗瑞 ·里德特眼中，申城是海外

公司最佳投资目的地之一，“我们正在推进‘光明之城’项目，期待上海

市民爱上全新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青春风暴今夏席卷浦江两岸

踱步于西岸美术馆“肖像的映象”

展，看到毕加索用紫绿相间的撞色绘

就的《女人肖像》，艺术爱好者王小姐

很是激动，一眼认出画中主人公是艺

术家最为钟情的缪斯朵拉 ·玛尔。不

久前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分馆

的“现代主义漫步”展上，王小姐第一

次记住了朵拉 ·玛尔这个名字，现场展

出的毕加索《大幅斜倚裸像》《绿指甲

的朵拉 ·玛尔》等名作，画的都是她。

星罗棋布于上海全城大大小小的

美展，摊开鲜活的世界艺术史地图。

不少人和王小姐一样，在不同展览的

对照中，悄然累积着艺术知识，并在展

览“连连看”的过程中，解锁艺术欣赏

的新鲜体验。在上海市美术馆协会会

长朱刚看来，“大美术馆计划”的稳步

推进，为上海艺术生态的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平台，赋予其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这使得世界各地在此汇聚的文化

艺术精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度，

俨然构建起“世界艺术史共享教室”，

也让“来上海看美展”成为越来越令人

心动的奔赴上海的理由。

仿若穿行于鲜活的世界
艺术史

最近，有心的观众发现，申城举办

的众多美展，正在形成一组组有趣的

对照关系。若将它们中的不少“连连

看”，仿若穿行于鲜活的世界艺术史。

不妨沿着现代艺术出发，看看这

张艺术地图如何越走越豁然开朗。现

代艺术，可以理解成艺术冲破古典传

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到了这个阶段，

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大爆发，但同时，也

常常看得人一头雾水。宝龙美术馆的

“什么是现代艺术啊：你好啊大艺术家”，

藏着简明又萌趣的现代艺术史线索。在

这个展览中，艺术家大橘子精选了马奈、

莫奈、梵高、德加、克里姆特、马蒂斯、毕加

索、达利、杜尚等16位现代艺术代表性艺

术家的数十件作品进行圆滚滚、软乎乎

的二次创作，让现代艺术变得易于亲近。

由此开启的兴趣，大可再循着两个

名家云集的原作展——西岸美术馆携手

蓬皮杜中心的重磅常设展“肖像的映象”

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分馆的“现

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

藏展”，进一步领略现代艺术的魅力。前

一个展览以“肖像”作为线索，找到解读

现当代艺术的一个通俗切口。每张肖像

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人。以近300件

蓬皮杜中心珍藏为媒，观众能从艺术家

如何描绘人、塑造人的过程中，感受艺术

风格的变化及艺术的先锋性。后者聚焦

毕加索、保罗 ·克利、马蒂斯等六位现代

艺术巨匠的近百件精品，勾勒出现代艺

术创造力蓬勃发展的脉络。诸如毕加索

笔下的朵拉 ·玛尔，不过是两个展览之间

多处遥相呼应的细节之一。

浦东美术馆的“时间的轮廓：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与传承”中，来

自大洋洲大大小小粗犷、朴拙又充满独

特想象力的面具，提醒人们看到包括毕

加索在内多位现代艺术大师重要的灵感

源泉。巧的是，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正

在举办的展览“毕加索，面具之像”，汇集

毕加索戴着面具的精彩相片，印证了这

种不解之缘。

备受毕加索推崇的稚拙派，正于久

事美术馆迎来中国首展“白日梦——稚

拙派艺术家的奇妙世界”。稚拙派，指的

是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一

群素人画家。他们都从未接受过系统的

艺术教育和训练，无不用淳朴天真的方

式绘画，记录并传播着生活的美好。毕

加索毕生追求的“像孩子一样画画”，大

抵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有意思的是，稚

拙派的艺术精神，还可以从一个看似与

之八竿子打不着的展览中窥得。这便是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的“素人策展

计划（第一季）”，邀请没有美术背景的素

人，进入美术馆的核心，挑选作品组成一

系列展览。素人策展人对于美术作品不

专业却浸润着真诚个性化感受的解读，

与稚拙派画家自发而真切的艺术创作，

构筑起耐人寻味的对照。

能否牵起更多艺术探究
的好奇心

“申城众多美展之间形成的呼应，是

办展方不期促成的巧合。种种巧合背

后，却又存在着某种必然。”朱刚向记者

坦言，申城美术馆事业的高速发展，上海

美展面貌的多元化趋势，带来更广阔的

风景、更多样的视角，每个人都能从中拥

有属于自己的发现。

艺术评论家沈奇岚留意到，在浦东美

术馆“六百年之巨匠：来自提森-博内米萨

国立博物馆的杰作”与东一美术馆的乌菲

齐美术馆特展“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中

出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幅画，这便是布

隆齐诺笔下穿着盔甲的科西莫 ·德 ·美第

奇。她告诉记者，这件作品共有20多个

版本，乌菲齐带来的是背景为蓝色帷幕

的版本，也就是最初的版本，提森带来的

是背景为绿色帷幕的版本。“上海的观众

很幸福！在相距1000米的两个地方，就

能看到别人要跑两个国家才能看到的两

幅画。同行们感叹，这样做研究、写论文

更容易了，足不出沪简直就可以感受到

一部生动的、完整的世界艺术史。”

最近两三年频频穿行于申城各大美

展现场看热闹，陈女士笑言从艺术“小

白”进阶为摸着了些许门道的艺术爱好

者。“前段时间逛宝龙美术馆的‘西方人

物绘画4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藏精品

展’，看到最后一章‘幻境’匆匆点到进入

现当代艺术史之后天马行空的人物画便

戛然而止，觉得意犹未尽。没想到很快

又在上海盼来了‘肖像的映象’，续写肖

像在近百年间艺术创作中的百变演绎。”

朱刚希望，全城美展“连连看”形成

的有趣体验，能够进一步促成大众观展

之后的思考，让这间“世界艺术史共享教

室”更具主观能动性。例如，循着现代艺

术巨匠从大洋洲等地古老、原始的艺术

中获得的养分，探究他们如何用“再加

工”创造艺术可能；从稚拙派素人画家与

时下的素人策展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些丰富的艺术资

源，不仅能帮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捕捉

到艺术史的脉络，还或将对时下的艺术

创作有所启发。”饶有意味的是，拥有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上海美展”其实也与

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蕴之一——海派精神

形成了更深层的对照，以面朝大海的襟

怀，让种种优秀的文化艺术在此获得新

的生长点，进而开花结果。

申城美展“连连看”，构建起世界艺术史共享教室

明明刚在电影《我爱你！》里，与惠英红

谈了一段纯粹而又热烈的晚年恋爱，生命

尽头的爱情打动无数影迷；但近期倪大红

最中意的台词却是——“为什么我这一生

一次都没有恋爱？”由倪大红和孙莉领衔的

以色列国宝级作品《安魂曲》中文版正在全

国巡演，并于日前来到上海云峰剧院。大

幕拉开前，倪大红与记者面对面，聊了聊他

关于《安魂曲》、关于舞台、关于表演的认真

与热爱。

“强大的戏剧能量”“把死亡与生活写

透了”“靠近美丽的悲伤”……《安魂曲》是

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这部以色列著

名剧作家汉诺赫 ·列文的绝笔之作改编自

契诃夫《洛希尔的提琴》《苦恼》《在峡谷里》

三部小说的片段，从中提炼出三个承受着

“死亡”境遇的故事，以老人老妇的死亡为

贯穿主线，以年轻母亲痛失婴孩的悲伤作

高潮，用多次节奏性重复的车夫故事作经

络，将生与死的思辨浓缩在感人又意蕴悠

长的对白中。

以色列原版《安魂曲》在北京演出时，

倪大红是台下的观众，“震撼，舞台特别干

净，演员共同营造了场上的氛围”。这部全

球巡演好评良多的作品确定推出本土化中

文制作后，倪大红惊喜地接到了剧组抛出

的橄榄枝，而角色，正是极具吸引力的“老

人”。在他看来，“老人”是一个一生执着于

算计的人物，然而在庞大的生死议题之前，

却并不精明。倪大红对《安魂曲》持有一颗

敬畏之心：“这是一部令人值得尊重的戏，

希望可以原样呈现原版的经典段落和台

词。”距离《安魂曲》上一轮演出已过去三

年，这次排练过程中，倪大红也观察到演员

们的变化，“搁置了一段时间又回到这部戏

里，人物角色都有所沉淀，对剧本的理解又

深了一步。”

在上海演出的第一天，因为舞台技术

原因，倪大红与杜宁林一场在道具马上的

对话戏份调整到了在马的身边进行，这让

倪大红有些兴奋，“小变化太能激发我的创

作欲了，这种新鲜感，只能在舞台上获得。”

舞台为倪大红提供了尽情发挥演技的机

会，在繁忙的影视剧拍摄日程之外，他总愿

意给话剧留出一段连续的时间空档，全身

心地浸入在舞台表演和人物塑造之中。《安

魂曲》巡演结束后，倪大红又将投入进林兆

华执导的京味话剧《银锭桥》复排工作中，

作品预计年底上演。

“拍影视剧的时候，摄影师常常会给我

画一个方框或者十字定位，移动不能超出

这个范围，我觉得它是对我的约束。”倪大

红喜欢复盘自己的表演，有时拍摄过了一

两天，他一拍脑袋觉得这里的情绪还可以

更饱满些。而舞台则给了他调整的余地，

“每一场的演出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演出

还是与观众之间的气息流动。”今年春节，

他还回看了电视剧《都挺好》，琢磨为观众

津津乐道、极具个性的“苏大强”，“我时常

会回想，如果我那会儿要是不那么夸张，这

个人物还对不对？”

如今，不少年轻演员会选择走上舞台

磨炼演技，作为前辈，倪大红表示，“如果舞

台给到你机会，一定要感受舞台的魅力和

观众之间真正的交流。”倪大红喜欢与表

演的接收者在同一场域体会戏剧的快乐，

这几天，他和惠英红主演的电影《我爱

你！》在网络上线，他也计划看一看，弥补

没能在电影院和影迷一起看片、体验现场

气氛的遗憾。

以色列国宝级话剧《安魂曲》中文版全国巡演中

倪大红：回归对舞台的敬畏与热爱

高智商高学历等于“不好骗”？亲眼

所见必然“眼见为实”？反诈题材电影

《孤注一掷》推翻种种想当然。

8月2日晚，该片在上海首映。影片

最后，看似光明的圆满收网后，一个意味

深长的镜头调度停留在神秘人把玩的赌

博筹码上，此刻，他就在人群中，就在反

诈宣传现场。

导演申奥说，故事在此收束是想告

诉观众，“网络诈骗是没有办法根除的，

它还会不停地滋生”，影片里只是端掉

了一个窝点，境外诈骗远没有终结，身

边的欺诈陷阱依然存在。话音才落，两

名B站UP主现身说法，他们分享亲身

经历：别侥幸以为自己拥有火眼金睛，

身处信息互联的时代，无论拙劣的骗术

抑或“量身定制”的诱饵，都可能让人防

不胜防。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干警也现身

路演：“我们日常工作中每天至少碰到

20余起诈骗案件，这不仅是一部商业

片，也是一部反诈宣传片和教育警示

片。希望电影能让观众提高警惕，在接

到陌生来电时，不听、不信、不转账，市刑

侦总队和市反诈中心也会尽最大努力守

护好大家的钱袋子。”

沉甸甸的1  硬盘

《孤注一掷》是监制宁浩与导演申奥

的第二次合作。上一回，申奥的导演处

女作《受益人》以“骗保”为切口，剖开一

桩婚姻骗局下人性的挣扎。此次新片延

续了出品方坏猴子（上海）在现实主义作

品中一贯的洞察力，大银幕上，程序员潘

生、模特安娜被海外高薪招聘吸引，他们

出国淘金，不想却落入境外诈骗工厂的

陷阱……境外网络诈骗全产业链的内幕

缓缓揭开，令人触目惊心。

申奥直言，现实恐怕更残酷。从项

目筹备之初，身边朋友的遭遇与反诈警

察的述说，现实中的案例就反复冲击着

他。开拍前，导演团队在警方、反诈中心

的支持下，搜集了近三年来境外网络诈

骗相关的资料，图文、音视频占满整整

1TB的硬盘，电影的构建即来源于这些

真实的一手资料。申奥说，海量素材让

他决心将影片打磨成严肃风格的作品，

“剧本写了一年半，上万个案例打散后再

重组细节，最终成为现在的故事”。

沉甸甸的资料也被导演分发到各位

演员手中，张艺兴、金晨、咏梅、王传君、

王大陆、周也、孙阳、邓萃雯……大家给出

不约而同的回复：“残酷而真实”。电影里，

他们饰演的角色犹如诈骗利益链条上的齿

轮，环环相扣，极度产业化、专业化的诈骗

运作模式经由不同人物视角露出真容。片

尾出字幕时，原型人物现身，他们亲述在境

外诈骗工厂遭受的人间炼狱般的经历。毫

无底线的罪行、闭塞恶劣的环境、无孔不入

的诈骗手段，令影片所呈现的境外诈骗工

厂一角更显骇人。

我们与“骗”的距离

上海首映后，有网友分享观后感：“看

完直觉真实的痛、真实的匪夷所思。痛因

为代入感极强；匪夷所思，因为实在难以想

象，一个高智商青年竟这样步步坠入深渊。”

影片的意义或许即在于此——警醒着普通

人，我们与“骗”的距离并不远如天涯。就像

申奥说的，受害者的标准并不取决于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谁都有可

能成为被诈骗集团榨干的对象，“骗子和你，

只有一根网线的距离”。

故事里，潘生与安娜受困诈骗工厂后，

两人被迫要向赌徒阿天及其女友小雨下手，

从他们身上套现以完成“业绩”。离开国境，

上交证件，睡地板草席，吃土豆杂粮，就此沦

为犯罪工具，每天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去诓骗

下一个受害者……原本前途光明的年轻人

何以误入歧途，贪图物质享受的姑娘怎样迈

出主动逐利的一步，网络赌博缘何无法自

拔，从受害人到加害者又是怎样一步之遥，

凡此种种，残忍得不忍直视，但又真实得直

戳人性软肋。影片最后，受害者被拯救了，

但加诸他们身上的困苦，可能需要一生来抚

慰。哪怕他们卷入深渊的起点仅仅是一时

贪欲、一时糊涂、一时侥幸，可一旦潘多拉的

魔盒开启，注定付出惨痛代价。

影片将于8月11日正式公映，如今片方

早早开启超前点映，意在把路演办成“反诈

联盟团建”。出演潘生的张艺兴感到一种责

任感，“我常说自己已经不是‘流量’，因为觉

得光有流量没有意义。但如果能通过出演

这部影片防止更多人上当受骗，这样的流量

不妨继续‘流’下去”。让电影产生更多社会

效益，也是影片主创的共同期望。作为入选

今年SIFF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

的导演，申奥对这次创作有着独到见解：“上

大学时老师说过，电影真正的完成是见观众

的那一步，因为在电影院里，所有观众的声

音都是这部电影的声音。”于这部有着现实

追求的影片来说，倘若影片里的声音能让更

多人在遭遇骗局时“不听不信”，这将是真正

属于电影的发声。

上万真实案例浓缩成片，反诈题材影片《孤注一掷》上海首映

为了更多人在遭遇骗局时“不听不信”
■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宝龙美术馆“什么是现

代艺术啊：你好啊大艺术家”

展览现场。 （均展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西岸美术馆携手蓬皮杜中心的重磅常设展“肖像的映象”。

对于《孤注一掷》来说，倘若影片里的声音能让更多人在遭遇骗局时“不听不信”，

这将是真正属于电影的发声。图为该片上海首映现场。 （片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