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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7日，上海大剧院撩开面纱。

这座檐角欲飞、晶莹剔透的宫殿，给人民广场增

添了一份艺术魅力，在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核心

镶嵌了一颗璀璨明珠。25年来，上海大剧院迎

来了无数世界级表演团体和海内外众多的艺术

名家，演出场次累计达到12700余场，观众超

1445万人次。

今年，上海大剧院将举办“你好，艺术女神”

庆典季系列活动。“镇馆之宝”、艺术家丁绍光

所赠的《艺术女神》原作现藏于上海大剧院五

楼艺术藏品馆内。明天，剧院大堂将重新揭幕

《艺术女神》的复制画作，同步公开与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合作的首部动画短片。由10幅丁

绍光艺术作品组成的特别展览可免费预约参

观，围绕院庆举办的特别艺术市集、艺术体验

日、百老汇璀璨夜音乐剧全明星音乐会等，也

将同步开启……

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大剧院”五个字，就是

上海甚至全中国顶级演出舞台的背书。一座跻

身世界一流的剧院如何以精心修造支撑建筑骨

架，以高质量演出充实艺术血肉，进而以优质原

创作品孕育城市精神、海派气质？我们请来上

海大剧院建设运营的亲历者，畅谈分享台前幕

后的精彩。

屋顶总重量达    吨，与
埃菲尔铁塔一样重

上海大剧院的建筑设计以豫园打唱台为灵

感，屋顶两边反翘的白色弧形寓意天圆地方之

说。九宫格的建筑形式在对“周礼”九州秩序

致敬的同时，也暗含了上海海纳百川城市气度

的隐喻。这座方正庄严的“水晶宫殿”，不仅

延续了中国古典建筑亭台的外形，也传承了中

国古典文化精神。根植在文化土壤中，沐浴在

“艺术之光”下，大剧院吞吐人文气息，形成

雅致气韵。

文汇报：亲历过上海大剧院艰辛创建的
人，都会把她视作血脉相连的孩子。在你眼

里，她是怎么诞生、成长的？

乐胜利：上海大剧院工程建设是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凝聚着上海

高科技的力量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神力，体现

了世界一流的水准。前期建设中，令法国设计

师夏邦杰最犯愁的就是如何升起大屋顶。在图

纸上看似轻轻一勾，其实屋顶总重量达6075

吨，与埃菲尔铁塔一样重。夏邦杰曾对我说，

他几乎请教了全欧洲最著名的工程承包商，不

相信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完成如此大跨

度、大弧度、超大重量的“皇冠”。

然而，建设者们用智慧和汗水演奏着建筑

史上的交响乐，创造了剧院建造史上的奇迹。

为确保庞然大物准确落位，建工集团、江南造

船厂反复论证，并与同济大学合作进行风洞试

验。最终，中国工人用44只液压千斤顶拉着

792根钢丝绳，历时近21小时将“巨无霸”一

次性提升到位，全球媒体纷纷报道。此时夏邦

杰发来了传真：“我们的孩子（指大屋顶）诞

生了。请原谅我的胆怯，不敢来看自己的孩子

升到天空。”法国人的幽默感可见一斑。

钱世锦：为了将行云流水般的旋律真实地
传递给观众，我们请来声学专家、同济大学教

授王季卿严格把关。剧场院在声学设计中强调

以建筑声学为主，在此基础上辅以电声设备和

扬声器系统，尽可能地保证完美的音质。辽阔

深邃的舞台、放射形的台口、波浪型的吊顶天

花，宛如一个巨大的号筒，将台上的乐声反射

并导向观众。观众厅的分隔墙采用石膏制作的

多层隔音板，座椅的弹簧松紧、起落速度反复

调试，确保剧场内的噪音低于25分贝。

在我眼里，大剧院建成后仍在不断生长。

2007年，声学大师丰田泰久受邀来沪实地考

察，为剧院的音响“会诊”“把脉”，他在充分

肯定原设计的基础上出具了一份详尽报告。同

年底，指挥家祖宾 · 梅塔携以色列爱乐乐团首

次献演上海大剧院，经过专家微调的剧院声场

效果好得出奇。梅塔竖起大拇指，并表示“有

了第一次，以后会常来”。后来，梅塔多次来

沪演出，与我们结下深厚情谊。谈到古典音乐

在中国的发展时，他用了“嫉妒”两个字：

“中国现在有那么多优秀的音乐厅和音乐家，

这让我很是嫉妒！”

张笑丁：上海大剧院在设计之初提出要做
“开放的宫殿”，这座瑰丽的殿堂也是亲近市民

的艺术之家。今年伴随票务中心升级，我们改

造了西侧绿化带的公共空间。最上层安装醒目

的明黄色空间标识，中层开出一排明亮的天

窗，下方隐藏的储物空间全部打通，即将对外

开放。原来观众来一次大剧院只待3小时看一

部戏，未来也许变成12小时，听大师课、参

加舞台导览、带娃来亲子阅读角，也可以吃一

顿饭、喝一杯咖啡或者茶。

“朋友圈”在线更新，“老友
记”重在长情

玲珑剔透的建筑特色，为她赢得“水晶

宫”的美誉。然而，要让这颗明珠真正“亮”

起来，需要敏锐的艺术嗅觉和丰富的艺术管理

经验，树立与一流硬件相匹配的节目品质。25

年来，众多名家名团在这里登台演出，为观众

带来了无数个难忘的艺术瞬间。

文汇报：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上海
大剧院怎样吸引世界级名家名团纷至沓来？

钱世锦：25年来，我们坚持走市场、不

送票，坚持节目的“经典性、艺术性、国际

性”。卡雷拉斯、多明戈、帕瓦罗蒂先后来到

上海大剧院，三大男高音在此实现了中国唯一

大满贯。1998年9月20日，卡雷拉斯莅临上

海大剧院。卡氏艺术造诣极高，但身体容易过

敏。我们为此做了精心准备，连化妆间、休息

室里摆放的鲜花都剪去花蕊，以免花粉刺激。

2002年，帕瓦罗蒂来到大剧院，我们在后台

为他搭建 “蒙古包”，安装换衣间和临时厕

所。其实，帕瓦罗蒂并非耍大牌，他当时患了

肥胖症，行动非常不便，如果不停往返于后台

到舞台之间，肯定会体力不支，影响现场发

挥。做好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结交遍及五大洲

的挚友。观众得到了最完满的艺术享受，大剧

院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

张笑丁：过去几年，上海大剧院的“朋友
圈”时刻保持着与国际顶尖院团、艺术家的

“在线”沟通。今年，我们推出了“元”演出

季，和那些难以忘怀的“大剧院老友记”再续

情谊。早在三年前，大剧院与“芭蕾名伶”扎

哈洛娃、小提琴家列宾就订下了“足尖情弦”

之约。我们不间断地追踪艺术家排演进程，建议

他们将时尚芭蕾新作《香奈儿传奇》呈现给沪上

观众。23年前携《舞姬》亮相上海大剧院、实

现首次访华演出的美国芭蕾舞剧院，接到重返邀

约不仅欣然答应，更安排了中国巡演唯一“加

场”。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澳大利亚芭蕾舞

团等一众“天团”也将带着经典剧目纷纷归来。

我们始终坚信：有光，就有戏。

文汇报：上海大剧院在原版音乐剧来华的发
展进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乐胜利：筹建之初，上海大剧院就确定了以
交响乐、歌剧、芭蕾等高雅艺术为主体的演出规

划。很快，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音乐剧也“闯进”

了视野。1996年，我们顶着质疑的声音，给英国

著名音乐制作人卡麦隆 ·麦金托什写信，表达了

合作愿望，希望引入世界音乐剧历史上最具震撼

力的作品之一——《悲惨世界》。但这个愿望直到

数年之后才得以实现，那时候麦金托什已经变成

了大剧院的朋友“老麦”。我清晰记得，在伦敦与

外方签约的当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

件。我们在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里达成共识，投

资1500万元、连续三周驻场演出《悲惨世界》，是

对大剧院运营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

钱世锦：外方曾担心21场演出会不会出现

“台下稀稀拉拉”的尴尬？但上海的演出运作大

手笔使他们叹服了。独家赞助方式为演出打

“底”，大大降低成本；借鉴海外成熟的票务模

式，票价被细分为17档，最便宜仅售80元，让

各个层面的观众都能走进大剧院……这些运作模

式使《悲惨世界》在上海首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功。2002年6月22日《悲惨世界》在沪首演，

全部3.8万张演出票被抢购一空。7月7日最后一

场演出，为满足观众的狂热需求，大剧院甚至

“破天荒”地出售了68张站票。此后，一系列重

磅音乐剧轮番登场，《剧院魅影》票房火爆连演

100场，《狮子王》刷新了101场的演出纪录。上

海大剧院开垦了中国音乐剧市场的荒地，也为本

土音乐剧的蓬勃生长培植了最肥沃的土壤。

张笑丁：由大剧院操刀打造的音乐剧会呈现
怎样的形态？我们充满期待。今年，上海大剧院

出品的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再度上

演，为当代观众掀起一场“心灵的风暴”。2024

年1月，大剧院参与制作的沉浸式音乐剧《大彗

星》也将与观众见面。我们还与大麦共同发起主

办“新音乐剧孵化计划FLYPlan”，从音乐剧创

作方法论的培训，到剧本、音乐、歌词的打磨，

再到工作坊片段展示、商业转化及版权运营的全

产业链发展。目前，《成为母亲》《一切都很好》

等进入项目孵化的剧本朗读会阶段。

打造创制“源头”，阐释蕴藏
东方智慧的传统文化

近年来，上海大剧院一直在寻找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光彩人物和经典IP，从而在舞台上复刻

独属于中国气派的美。从剧目引进、委约制作到

独立出品，大剧院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夯实

“码头”，奋力创新“源头”。未来，上海大剧院

将继续探索舞台原创IP、国际版权合作、独立

出品制作、海内外巡演等领域，以提升舞台创

作品质为龙头，进一步开拓创意研发和内容制作

的可能性。

文汇报：从演出“码头”走向创制“源
头”，上海大剧院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钱世锦：最早的“上海大剧院版”不在歌
剧、芭蕾、交响之列，而是于1999年8月上演的

新版越剧《红楼梦》。这部为上海大剧院量身定

制的《红楼梦》亮相时可谓“高调”，最高票价

突破千元，仍一票难求，一时间上海城中“去大

剧院，观红楼戏”蔚为风潮。在此之后，我们通

过委约、联合制作等形式，与奥地利萨尔茨堡音

乐节、匈牙利布达佩斯大艺术宫、英国皇家歌剧

院等中外院团合作，推出歌剧、芭蕾、戏曲等

“上海大剧院版”节目，实现了“世界优秀文

化+中国元素+时代特征”的大剧院制作模式。

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我们期待为当代观众提

供新的视角，去打量和迎接这份美。

张笑丁：我们有责任去引领、去创造，给观
众带来原创文艺精品。2019年，上海大剧院首

次独立出品昆曲《浮生六记》。2022年，以“优

质原创内容创制平台”为定位的上海大剧院创制

中心成立，相继推出兼具人气与口碑的作品，实

现从创作到商业化演出的演艺产业闭环。我们所

要做的，是创作出与其他院团演出不同的作品，

通过提炼传统内核衔接当代呈现，让多种艺术门

类的跨界融合，去丰富观众的审美体验，再次释

放传统的经典魅力。

文汇报：上海大剧院如何增强全球叙事能
力，带领中国优秀剧目走向世界？

乐胜利：从落成之日起，上海大剧院就是中
国艺术通向世界的“天桥”。2000年2月20日，

一台精彩演出从上海大剧院舞台“出发”飞向太

空，随后“降落”在悉尼歌剧院。演出接近尾

声，在相隔7000公里的两家剧院里，8位中外美

声歌唱家合唱《饮酒歌》，将气氛推向高潮。所

有的期盼在这一刻真真切切地实现，恍如梦中。

更让我激动的是，当年廖昌永、许忠等青年艺术

家技惊四座，让海外观众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如

今，他们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文艺名家，而上海

大剧院也成为原创作品“源头”，将一台台中国

好戏推向全球舞台。

张笑丁：上海大剧院推出以昆曲大戏《浮生
六记》《重逢〈牡丹亭〉》，舞剧《白蛇》为代表

的 “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作品，聚焦中国文学

经典和神话故事，将中华美学引入现代表达。现

在看来，无论是《浮生六记》运用现实与梦境交

错的世界语汇表达，还是《白蛇》实现西方芭蕾

舞和中国古典民族舞的跨界对话，都兼具经典文

本、当代审美、世界语境。这些作品实现了以国

际化的表达呈现千古流传的中国古典戏剧和民间

传说，向世界更好阐释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

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东方舞台美学”系列所打造的新时代审美样

式，何尝不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舞台艺术创作上的

自信和实践。

对谈嘉宾：乐胜利（上海大剧院首任总经理）钱世锦（上海大剧院首任艺术总监）张笑丁（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宣晶（本报记者）

上海大剧院  年来累计举行演出     余场，观众超    万人次，
“艺术女神”的怀抱温暖了无数观众——

一座剧院与这座城的缪斯

原创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3》近期热

播，与前两季相比，最新一季节目中的乐队从地

域到风格类型，都变得更加多元。比如来自内

蒙古的安达组合，身穿蒙古族服饰演绎一曲《江

格尔英雄赞》，他们将马头琴、口弦琴、呼麦等与

摇滚乐相融合，气势非凡的蒙语演唱仿佛把观

众带到了宽广草原，也成了这一季乐夏中较为

出圈的作品。

从第一季走到第三季，《乐队的夏天》突破

小众圈层限制，成功进入了大众视野。事实上，

这一季节目中的乐队既有“大众”也有“小众”

的，也正因为风格更加多元，在不同乐队的剪辑

时长上，引起了一些资深摇滚乐迷的争议。比

如鬼否这支数学摇滚风格的乐队，就被节目组

“快剪”得只留下几分钟镜头，但通过后续网友

的反映可以看出，很多乐迷具备欣赏这支小众

乐队的眼光。因此，不少资深乐迷呼吁，《乐队

的夏天3》不妨将乐队的评判标准交给观众，比

如完整播出所有乐队的演出和谈话环节，孰优

孰劣，相信网友们心中自有定数。

乐队来自五湖四海，多元曲风
在这个舞台激荡

乐评人耳帝认为，康士坦的变化球带来的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与橘子海演

唱的《夏日漱石》，是《乐队的夏天3》首期节目

中能够兼具独特格调与大众审美共鸣的作品。

其中，《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获得

了这一期的投票最高分。“毫无意外的旅程，做

到一些不劳而获的梦，看似幸运啊；毫无意外的

旅程，平淡如水的爱情，看似安稳啊……”歌曲

起于被禁锢的主题，却从压抑中逐渐积蓄起能

量，直到最终冲破黑暗，点燃了万千网友的心。

乐评人邹小樱认为，对这首“燃丧”金曲的演绎，

康士坦的变化球最厉害之处在于他们实现了理

性与感性的平衡——既有疯狂而真挚的情感宣

泄，也有音乐性上的精妙设计，通过多样化的音

乐手段，促成了情绪的戏剧化表达。

在《乐队的夏天3》，不仅仅有来自台湾的

康士坦的变化球，还有来自广西的回春丹，来

自云南的麻园诗人，来自广东的九连真人……

唱着不同的口音也带着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些从五湖四海而来的乐队齐聚乐夏3的舞

台，带来了烙印在他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九

连真人，曾凭借客家话滚摇成为《乐队的夏天

1》一道亮眼的风景，这次重回乐夏舞台，他们

带来了新作《引流》，标志性的风格依旧。“在世

间/已有百千难/伴你漫行/一关又一关又一关

又一关/即使冇人赞……”流量至上的时代，曾

经凭借乐夏1一夜成名的九连真人，在《引流》

里唱出了自嘲与自省，也借由酣畅的客家话摇

滚演绎，抒发了他们渴望保持自我、继续闯关

的劲头。

除了不同地域元素的碰撞，不同风格的音乐

也在《乐队的夏天3》舞台上闪耀着绚烂的光亮。比

如作为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电子乐队，超级市场

带来一首《听风》，从词曲、灯光到音响效果，都让人感

到宛如穿梭在浩瀚宇宙，以其深邃的听感和高级的质

感征服了不少乐迷。而在耳帝看来，NovaHeart和

柏林护士这两支乐队，也分别在节目中带来了极具

格调和表现力的作品。

“快剪”小众乐队，资深乐迷不买账

相比前两季节目，《乐队的夏天3》主打年轻和

多元化的乐队阵容。但从目前播出的几期来看，

有资深乐迷认为节目组对一些小众乐队并未给予

充分重视。相反，节目组自行判断观众对乐队的

接受程度，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较为主观式的剪

辑。比如散人、咖喱3000这样深受年轻人欢迎、

风格相对更偏向流行的乐队组合，就对其保留了

大段演出和谈话环节；而鬼否、绝对纯洁这两支风

格较为小众的乐队，在节目中遭遇了“快剪”。

以新生乐队中较为有口碑的鬼否为例，这支

乐队的特色是数学摇滚。何谓数学摇滚？相对通

俗的解释就是频繁使用不对称节拍，如7/8拍、11/8

拍、13/8拍，并于歌曲中交错换拍，因此让观众“难

以找到律动的节奏”；再用大白话解释，就是这种音

乐风格的拍子不简单也不好蹦，另类却充满个

性。放在乐夏3的舞台，鬼否其实是一支具有较强

的科普意义的乐队，也能让大众更好地了解摇滚

乐的分支，然而节目组却快速剪辑了他们的表演

和谈话环节。就像鬼否在微博上说的，“可惜的是

少了一些科普和点评，没办法让观众通过节目了

解这一类风格稍微偏门一点的乐队”。而鬼否也

在节目花絮中提到，其实他们的音乐在现场谈话

环节得到了音乐人张亚东的赞许和认可。或许是

持续感受到了网友的批评，乐夏3随后也推出了一

些鬼否录制节目的幕后短视频“平息众怒”。

乐评人莫小大认为，鬼否被“快剪”的经历，其

实折射了《乐队的夏天3》如今主打大众化、市场化

音乐的理念。如果说前两季节目精准定位的是已

沉淀下来的摇滚乐迷群体，当时参加节目录制的

乐队更偏向于摇滚老炮儿范儿，那么随着节目录

制到第三季，节目组更倾向于大众化、市场化的乐

队和歌曲。不难发现，乐夏3的舞台上多了不少

炙手可热的乐队，比如回春丹、橘子海、麻园诗人

等。而对于曾经一路观看乐夏的资深乐迷来说，

他们期待的是不要厚此薄彼——让相对大众化

的乐队被听见的同时，也给冷门、小众的乐队更多

聚光灯照耀的机会，把不同的音乐风格与乐理知

识带给更多的观众。

一些风格冷门的乐队被节目组“快剪”，引起乐迷热议

当《乐队的夏天3》变了，你还爱吗
■本报记者 姜方

与前两季相比，《乐队的夏天3》变得更加多

元。图为《乐队的夏天3》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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