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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国字号”活动——中国作家协

会“行进的风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作品联展”也将启动，书展期间陆续举

办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陆天明《沿

途》、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杨志军《雪

山大地》、熊育群《金墟》、李凤群《月下》

及作家小白作品分享会。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各出版单位将举

办近百场线下活动，如人民文学出版社

“康震新书分享会”、商务印书馆“鲍鹏山

新说中国经典——《孔子如来》《江湖不

远》新书分享会”、中华书局“《古籍版本

十讲》新书发布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陈洪《中国儿童军事百科全书》读

者见面会”、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熊式一的故

事”、东方出版中心“区域国别史经典丛

书”发布会等。

“世纪矩阵”将亮相，中华
经典文献精品聚焦传统文化

作为上海出版主力军的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将率旗下出版单位、实体书

店、文创产品研发机构、线上传播平台

等组成“世纪矩阵”集中亮相，参展图

书达万余种，包括以“世纪好书”品牌

榜单入选图书为引领的 2000多种新

书，并举办220多场各类活动。

今年，世纪出版聚焦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和实践创新、融合发展和出版创

新、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四个方面

策划展陈。以“泱泱大国，皇皇巨观”

为主题的“中华经典文献世纪精品

展”，彰显世纪出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出版领域的积淀和实力，书展期间开

设“国学‘七天七堂课’”品牌活动。

聚典数据开放平台2.0、“尚古汇典 · 古

籍数字服务平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数据库都将在书展期间发布。

“世纪出版拿出超过一半展厅，重

点策划布置融为一体的中华经典文献世

纪精品展和世纪国学馆，力求为本届上

海书展增添更多文化自信的底色。”世

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介绍，上海古

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

局、上海书画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将首

次在国学馆集中展陈销售，上海图书公

司珍藏的旧石印画报及老期刊创刊号将

在书展上首次与读者见面，并展销1万

余种稀缺书、断版书、签名本、旧版线

装书等，规模空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将在“博古斋”区域现场展示古籍修复

工序，讲解古籍修复知识，小读者还可

体验古籍修复技艺。国学馆将首次推出

多种特色文创，如由《飞影阁》画报衍

生的7天7款帆布袋等。

朵云书院9家门店均将在书展期间

策划系列活动——浙江黄岩、四川成都

和江苏苏州3家加盟店将与上海书展主

会场世纪集团展区互联互动，分别设立

沪版精品和“世纪好书”专区；朵云书

院 · 滴水湖店将举行以“在书的世界打

开世界的书”为主题的上海国际文学周

论坛，这也是上海书展重要品牌项目首

次落地临港新片区。

   场阅读活动营造满城书香

“虽然是复排，我们戏还是先要过一遍。”面对一众沪剧

名家和青年演员，导演沈刚说道。这些天，上海沪剧院排练

厅里的气氛和窗外的天气一样火热。为纪念著名沪剧表演

艺术家丁是娥诞辰100周年，丁派经典传承剧目《罗汉钱》

复排版将于9月8日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对于这部沪剧

现代戏的里程碑之作，沈刚在建组之初就提出要“以敬畏之

心传承，以现代审美创新”，全新加入的歌队表演形式以及

表演至上的创作态度已能辨得几分。

以创带教，细致揣摩角色心境

《罗汉钱》的故事并不复杂，以一对年轻男女突破封建

束缚自由恋爱的故事为主线。作为上海人民沪剧团（上海

沪剧院前身）解放初期创排的第一部现代戏，《罗汉钱》可以

说让沪剧从上海走向了全国。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

大会上，《罗汉钱》斩获剧本奖及二等演出奖，主演丁是娥与

石筱英也拿下一等演员奖。“这是沪剧的一面旗帜，自该作

品成功后，剧种现代戏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一代代演员也

在这部戏里成长。”沈刚表示。本次复排集结了沪剧院中坚

力量程臻、吴争光、洪立勇、钱思剑以及年轻一代演员，剧目

总时长从原来的三小时浓缩到两个多小时。

“艾艾呀，只要有你的娘亲在，决不会让你吃苦受欺

凌。”排练中，沪剧名家程臻一段投入的演唱，将主角小飞蛾

爱女心切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罗汉钱》是每个沪剧

演员从小就接触的作品，我的老师马莉莉又向我口传心授

了这部戏，能够将丁派经典传承下去是我的荣幸。”距离

程臻上一次出演《罗汉钱》全剧已过去了十余年，她坦言

此次复排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次有了更多碰撞和

火花。”

以创带教，在正式开排前，沈刚为演员们进行了细致的

人物阐述，并给他们布置了功课——排小品。第一天，饰演

“张艾艾”的钱莹与“李小晚”的扮演者朱君尧便“演练”了二

人的恋爱过程。在沈刚看来，这样的练习对演员深入人物

有着很大的帮助，“虽然小品中的有些细节并不一定会在台

上出现，但排练的过程会在演员心中留下痕迹，使得表演更

加饱满”。

创新形式，融入歌队、阿卡贝拉

“这部戏具有厚重的年代感，演员只有抓住彼时的生

活状态，才能让观众不出戏。”曾执导《老娘舅》《开心公

寓》等知名情景剧，沈刚深切地感受到表演对于作品无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小到舀水、倒水，绣花、吃饭这样的细

节，沈刚都会给演员们细抠。“舞台的根扎在表演里，观

众进入剧场，看的不仅是剧情，更是角儿。”沈刚对记者

表示，“我常跟年轻人说，‘你们必须成为角儿’，因为沪

剧需要角儿。”

《罗汉钱》留下了包括“回忆”“相亲”等众多唱段，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莫

过于用江南民间乐曲 【紫竹调】 谱写的唱段“燕燕做媒”，该唱段多次代表沪剧

登上春晚舞台，有点岁数的人几乎都能哼上两句。这次演出，青年演员洪豆豆将

带来这一名段。“以往都是穿着漂亮的旗袍单独唱这段，加入各种小腔。”如今，

她不再追求怎么好听怎么唱，“在台上感情要大于技巧，得百分百投入到剧情

里，尽力说服婶婶同意两人的婚事。”

老戏新排，新风格新样式必不可少。剧中增加了歌队的表演形式，丰富舞台

效果，以类音乐剧的方式夹叙夹议推动剧情发展。同时，在歌队形式中创新性地

加入了阿卡贝拉的演唱方式，利用早期的山歌调，配以演员的纯人声加上锣鼓

点，结合沪剧传统的西乡调来演绎。剧本则加强了戏剧冲突的描写，突出争取人

性解放的主题。《罗汉钱》的乐队启用了管弦乐队和民乐结合的形式，资深作曲

汝金山期待能既留住老戏迷，又吸引一批新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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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于中国电影观众而言，这个暑期档

倘若没听说过新纪录诞生，恐怕是不完

整的。史上最高7月票房、史上最高点映

纪录、史上最快破百亿的暑期档、2019

年来头一回单日票房连破5亿元……

今年暑假，各行各业都在蓄力重燃，电

影亦然。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

9日18时，今年暑期档总出票已达3.8

亿张，超2019年同期的3.77亿张。

这个夏天对于这近4亿人次的观

众而言，倘若没刷到过影片的花式营

销现场，同样是不完整的。前有《消失

的她》带着所谓“800个营销事件”打响

暑期档第一爆款，后有《封神第一部》

剧组在李佳琦直播间喊“123上链接”、

到刘畊宏直播间跳“本草纲目”霸屏热

搜；《长安三万里》映后男女老少齐背

古诗词的画面有多动人，《热烈》结束

后街舞B-boys集体头转玩成线下彩蛋

的场景就有多叹为观止；《八角笼中》

为今年暑期档“超长点映”的风潮成功

打样，《孤注一掷》直接把风潮做成里

程碑——单凭点映就斩获5.6亿元票

房。即将上映的《学爸》《我经过风暴》

等影片也不示弱，前者有“学爸黄渤演

我辅导娃功课”的热话题，后者因“家

暴题材观众反应”的高能情绪视频被

网友围观……

连破纪录的暑期档，电影宣发大

战空前激烈。所有人乐见“蛋糕”做

大，但作为“注意力经济”的消费典型，

互联网时代的电影究竟是该信奉“做

得好不如说得好”还是“酒香不怕巷子

深”，俨然是个问题。

营销方式五花八门，侧
面佐证市场强势复苏

谁是暑期档最大赢家？答案尚待

揭晓。但有一点能肯定，今年夏天的

国产片市场强势复苏。截至昨晚，今

年6至8月上映的国产片里已诞生一

部35亿、一部20亿、两部15亿+、五部3

亿至9亿级别票房成绩的电影。加之

已获4.9亿元的合拍片，国内各影视公

司拥抱共赢局面。

如果说票房是市场向好的客观佐

证，那么忙碌的主创们便能从主观视

角陈述，今年夏天有多火热。8月6日，

《热烈》完成了内蒙古赤峰的路演，两

天后，导演大鹏带着主演王一博出现

在了泰国的影院里。同一时间段，《封

神第一部》在走过27座城市后，宣布了

下一阶段往呼和浩特、沈阳、哈尔滨等

北方城市进发的计划；刚起映的《孤注

一掷》同样马不停蹄，一周时间已打卡

八座城市；在此之前，《长安三万里》

《消失的她》《八角笼中》等片无不与各

地观众近距离接触，电影路演大有舞

台演出全国巡演的架势。

主创们马不停蹄一天一城，即便

一座城市跑足八个影院，能触达的人

群也只以千计。在线上购票、线上社

交发达的今天，路演何为？电影人解

密，暑期档影片的线下路演之所以这

么“卷”，一方面因为过去三年的创作

积累同时释放，路演时电影主创与现

场观众的互动交流，能补足影片幕后

信息，也能提升观影仪式感；另一方

面，线下路演实为线上“预埋话题”，通

过撬动当地资源、提供爆款短视频素

材等做法，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营销

方式往往触达传统宣发的隐秘角落。

以《巨齿鲨2》为例，上周末，吴京

独自骑共享单车的视频在各大社交平

台热转。当天，这位《巨齿鲨2》的主演

为在两场路演之间赶时间，选择共享

单车轻便出行，穿越拥堵的车流。一

时间，“吴京在街头被拍”“吴京不让观

众等待”“吴京单车准时赴约”“吴京一

个人的路演”等话题散布各平台，成为

影片在首映日最吸睛的主角。虽说该

片被多数观众指认为爆米花电影，但

不妨碍线下的吴京撬动线上购票，以

一己之力带动近5亿元票房。再看《热

烈》，影片以杭州亚运会为背景，又在

杭州取景，杭州路演时，当地开设“热

烈的市”街舞主题街区与电影跨界联

动。电影+文创的热烈周末在网上迅

速传播，制造出影片话题的高光时

刻。同样，《长安三万里》线下的背诗

场面经由短视频激发出线上话题，《热

烈》的午夜“蹦迪场”也通过千万级的

播放量成为“热爱”的佐证。

在电影人关雅荻看来，人们的观

影习惯在过去三年被重塑。暑期档卖

座的影片往往不再以首周末票房为峰

值，从《消失的她》到《封神第一部》都

是如此，非核心影迷的观众倾向于保

持观望，待更多口碑发酵后再决定是

否买票入场。这一背景下，与众不同

的路演场面、与电影高度适配的路演

话题、持续释放的幕后故事、甚至不同

地区观众的反馈等，都成了后续营销

的素材，助力影片走通长线放映。

“精神股东”多了，纷争
之下内容为王仍应是硬道理

这边厢是电影人与宣发公司使出

浑身解数挖掘观众的兴趣点，千方百

计想把潜在观影人群吸引进电影院；

那边厢，网上的“精神股东”不断聚合，

作为片方的编外后盾，参与电影口碑

发酵。

“精神股东”，网络名词，指一部作

品的拥趸因高度热爱而对幕后故事了

如指掌，虽没有票房分成，但时时操心

影片票房表现，宛如精神参股。某种

程度，他们是更积极的“自来水”，不仅

自发为影片卖力吆喝，还试图通过网

络喊话，为影片宣发出谋划策。在这

个狂飙突进的暑期档，几乎每部国产

片背后都站着一群“精神股东”。

比如《封神第一部》，该片从首映

反响平平，到上映17天后依然日进亿

元票房，与网友的持续爆梗不无关系，

更离不开支持者们在各平台的自发

“安利”。回到该片上映之初，“中国神

话史诗感”“九年磨一剑”等宏大主题

让不少围观者挑刺影片品质撑不起野

心。此时，一群从电影里看到闪光点

的网友在网络社区聚集，靠“盖高楼”

讨论的方式，隔空出主意。“妈妈的偶

像”“木工工程从无到有”“演艺训练营

里的新人日常”等具体而微又带有真

情实感的话题，就是网友的集思广益

被宣发采纳。而就在乌尔善宣布在微

博开启直播当天，“精神股东”们再次

留言，希望导演能安排主创去头部直

播间，这便有了此后“质子团”诸人在

刘畊宏直播间跳舞的出圈短视频。

不过，“精神股东”多了，让一些本

就“易燃易爆”的话题一触即发。随着

更多人走进影院观影，《封神第一部》

或有“成也爆梗，败也爆梗”的隐忧，毕

竟观众对影片质量见仁见智。可能陷

入被动的还有《孤注一掷》，这部反诈

题材影片尚未公映已先揽5.6亿元票

房，超量点映引发不小的争议。而电

影提档正式公映后，质疑声并未随之消

散，不少网友指责影片有干扰市场秩序

之嫌。事实上，《孤注一掷》先期的票房

成功未必与营销手段直接关联，该片

题材的现实性、影片本身的完成度，都

让它具备了全民共情的基础。然而，变

了味的点映却让影片在高调亮相后，陷

入数据的迷思，更让本就激烈的暑期档

竞争朝着网络口水战的方向演变。

有学者提醒，中国电影市场复苏不

易，内容为王应当始终作为发展的硬道

理，“相比‘内耗’宣发，希望‘内卷’质

量，以免透支观众对市场的信任”。

暑期档电影宣发大战空前激烈

花式营销不断，期待质量“卷”起来

5000年前，良渚人修建了世界上

最早的水坝，他们播种水稻、磨制玉器、

修建水利、祭天礼地，留下人类文明的

痕迹。良渚遗址的重大发现，点亮了中

华文明之光，这束光也照亮了一方舞

台。明天，浙演 ·浙江歌舞剧院将携舞

集《良渚》亮相上音歌剧院，以舞蹈表现

文物，将观众带入神秘而古老的良渚世

界，跨越时间长河与先民们心灵对话。

“用舞蹈的语言表现‘良渚’是最合

适的，也是最难呈现的。”总导演黄亦川

认为，良渚吸引观众的目光，更多的是

一种厚重与隽永的文化符号。“舞集《良

渚》并非用舞蹈直观模拟文物的形态，

而是着力表现先民劳作与创造、智慧与

传承之间的关系，用最原初的方式去呈

现最深处的记忆。”

创作初期，《良渚》主创团队数次前

往博物院采风调研，反复观看珍贵的出

土文物。“先民的生活和技艺，其实从来

没有离开过我们。”在良渚博物院里，薄

薄的陶片让黄亦川叹为观止，“那时候

并没有先进的工具，完全是靠手作。你

无法想象它怎么能被做得那么薄！”

然而，用艺术让文物“活”起来，并

没有一定之规，更不是成功捷径。在与

考古学家们的多次座谈中，黄亦川意识

到，不能用虚构的故事来呈现良渚的面

貌。“由于缺乏明晰的文字记载，专家们

通过考古发掘的各种遗迹和出土文物，

经过多年努力才逐渐解读出5000年前

良渚的面貌。如果为了创作而虚构故

事，那将是一个悖论。”为了尽最大程度

准确地表达良渚，新作选择以独特的舞

集形式呈现。

何为舞集？在黄亦川眼中，舞蹈

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所传达的思想和情

感，以及透过舞蹈动作肢体语言的演

绎，它所展现的视觉和听觉效果亦可

以被视作一本诗集、散文集或画集。

舞集《良渚》分为“序”“谷物”“基石”

“黑陶”“玉琮”“符号”等篇章。通过

舞蹈肢体语言与多媒体数字构建，这

些篇章分别对应着源起、见证、印

记、智慧、沟通、传承等不同意象。

在“谷物”篇中，先民的稻作带领观

众回溯中国农耕文化起源；“玉琮”一

幕里，神徽图腾在舞台上被放大，玉

鸟变成“翩翩起舞”的生动形象。

《良渚》描绘江南的温婉秀丽与古

典风韵，令文物之美绽放于舞台之上。

良渚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符、巨大木

材、麻织品碎片、建筑里的“草裹

泥”等都成为构筑舞台视觉的灵感元

素。舞集将山水美景、乐歌表演与鲜

明的视觉图像、夸张的造型服饰相结

合，造就时空幻化，将人、影、物叠

化呈现。不仅演员的服饰以麻织为

主，舞台的空中装置也以麻织品上的

经纬线结构为灵感，用疏密交替的线

条来呼应塑造远古时期那质朴却又华

丽、神秘而朦胧的氛围。透过这台表

演，观众回眸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感受浓郁热烈的民族情感。

埙成为舞集的音乐逻辑线，连贯串

起前后篇章。“良渚出土的陶片特别多，

有考古学者认为当时可能存在用陶制

作的吹奏乐器。”黄亦川说，尽管今天无

从得知良渚先民制作的乐器原貌，但可

以通过材质推论，陶埙与良渚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在音乐表达上，旋律与音

效的多层布局，远近交替，时行时止，将

来自远古时代的气息层层铺开，期望带

来身临其境的体验。

以舞蹈表现文物的舞集《良渚》明天来沪，带观众——

穿越    年感受中华文明之光

浙演 · 浙江

歌舞剧院将携

舞集《良渚》亮

相上音歌剧院，

以舞蹈表现文

物，将观众带入

神秘而古老的良

渚世界，跨越时

间长河与先民们

心灵对话。

▼《封神第一部》杭州巡回礼

主创收到观众带来的甲骨文作品。

▲《热烈》的映后互动常常是观众的集

体“蹦迪”。 制图：李洁

丁派经典传承剧目《罗汉钱》排练照。 （上海沪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