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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综艺市场上，“显眼包”成为不少

头部真人秀扩大影响力的制胜法宝，搞怪场

面频繁登上热搜；但除了给观众留下“闹腾”

印象之外，更多只剩下空洞和乏味，网络评分

通常不超过7分。人们不禁疑惑：除了娱乐

消遣，真人秀就没有别的内容了吗？最近上

新的一批轻体量的创新综艺，如《初入职场 ·

法医季2》《我在岛屿读书》《森林进化论》等

收获观众9分以上的评价，或许能给号称S+

级别的综艺节目些许启示。

拒绝浮夸虚假
真情实感才是真人秀活力源泉

“拿着冰冷解剖刀的法医，却被拍出了温

暖的人文关怀。”一名网友在《初入职场 ·法医

季2》的评论区写下如是留言。第一季获得

8.3分的好评后，《初入职场 ·法医季2》继续以

9.0分的网络评分延续了前作的高口碑。相

对于许多喧嚣浮夸的综艺节目，该作怀抱“走

近法医工作日常、关注青年法医新人成长、为

法医行业正名”的初心，凭借一个“真”字获得

了观众认可——以真实案件、真实职场、真实

情感展现“法医人生”。

《初入职场 · 法医季2》特邀从事法医教

学数十年的法医刘良、周亦武担任导师，从全

国高校招募实习生跟随导师学习法医专业知

识，真实记录他们60天的实习日常及考核历

程：有实习生率先找到关键物证受到导师的

赞扬，也有实习生看错温度计导致出现重大

疏漏，特别是实习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和解决

矛盾的方式也考验着他们的人际沟通能力。

节目选择的案件都有真实原型且观照现实社

会热点，如“老少双尸血案”中的抑郁症自杀

群、“校花沉江案”中的校园霸凌、“消失的他”

中的赌博家暴……

节目从大众关注的社会议题入手，并邀

请现任主检法医师、“法医秦明”系列畅销书

作者秦明坐镇参与案件改编，有力地增加了观

众的共鸣感和沉浸感。法医在解剖时无法提

前预知遗体是否携带传染病，经常会面对一些

无法预测的职业暴露。在“法医离奇死亡案”

中，秦明谈到自己参与的一起解剖，因为对遗

体身上大面积溃烂产生怀疑和警惕，从而避免

了一场可能感染艾滋病的危机。一名网友看

完节目后感慨：“‘为生者权，为逝者言’，法医这

个职业值得被更多人了解和尊重。”

面朝大海、头枕好书，让爱书的网友感叹：

“这才是我‘向往的生活’。”当深阅读越来越成

为当代人的“奢侈品”，一档在综艺里读书的

《我在岛屿读书》却连续两季获得9分以上的

好评。在第二季里，四位书屋主理人——作家

余华、苏童，《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南京大

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叶子，携手莫

言、马伯庸、阿来、紫金陈、郑执等13位作家、

爱书人，在风光旖旎的珠海东澳岛共话书中

人生。节目中，作家们在夕阳和晚风中欣赏

古典乐，分享隐藏在文学中的自然奥秘，伴着

海浪举办石滩读演会，游览铳城遗址；甚至在

海边烹饪了一桌记忆里的家常饭，吃着美食，

聊着文学……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谈，却解答

了许多人的困惑：网络时代如何阅读？阅读

的意义是什么？该阅读哪些书籍？

第二季中有不少金句，在网上被频繁讨

论。余华说：“把悲伤留给虚构，把欢乐留给

现实。”阿来说：“阅读是把我打开了，从狭窄

走到宽广，从低走到高。”叶子说：“读一本好

书，是一段只属于你的美好时光。”苏童说汪

曾祺的美食散文随笔是他的“枕边书”……诗

意与浪漫，为观众带去心灵的治愈，唤醒更多

人对阅读的向往，人们惊喜地发现：“读书，原

来是这么好的事。”

豪华阵容难掩内容空洞
观众更愿意为“小而美”打高分

近期综艺市场上的不少头部节目堪称阵

容豪华，往往通过集合综艺大咖和流量明星

的方式吸引观众注意力。然而喧闹之下难掩

节目创新能力不足、内容空洞，只能依赖艺人

们自身的搞笑造梗能力，以“显眼包”为噱

头。观众不禁发问：“头部综艺等于堆砌大牌

明星和搞笑艺人吗？那么创作人员对节目的

贡献在哪里？”

在这种局面下，一些“小而美”的创新综

艺反倒受到业内关注。例如芒果TV的《森林

进化论》原本只是《大侦探8》先导片中出现

的一款类桌游的游戏，但播出后效果出人意

料的好，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扩展为一档衍

生综艺。参加《森林进化论》的成员几乎都是

《大侦探》另一档衍生综艺《名侦探学院》的嘉

宾，被称为“院人”的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

的节目粉丝，但显然不足以支撑起节目的“扩

圈”。真正吸引观众的是节目的规则设计——

在森林之战、猫鼠游戏、领地之争和决战农场等

原创竞技游戏里，嘉宾扮演的小动物角色要通

过谋略、口才、谈判、利益交换等方式为自己争

取更多利益，“烧脑”的游戏进程让喜欢动脑的

玩家大呼过瘾。

而对不喜欢“烧脑”类型的观众来说，

《森林进化论》提供了一个观察嘉宾情商、甚

至可以说是观察人性的有趣范本。游戏内嘉宾

如果背叛盟友将短期收获巨大利益，但失去信

用后陷入孤立很容易被淘汰。观众惊讶地发

现，越是在欺骗和谎言构成的“丛林法则”环

境里，遵守承诺以及广泛联盟反而是生存下去

的最优策略。同时嘉宾们之间一轮一轮的谈判

和利益交换，也让各自的聪慧、深沉、狡猾、

实诚、强硬等不同的性格特征充分暴露出来，

展现出更多元的人格魅力。正因为如此，《森

林进化论》以很轻的投入体量，收获了1.9亿

次的平台播放量和超过18亿的微博话题阅读

量，网络评分更是高达9.1分。

不少头部真人秀以“显眼包”出圈，但难掩创新不足、内容空洞

除了闹腾，综艺还能做些什么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过

去五年》在上海首演前夜的分

享会上，男主角乔西 ·伯内特认

出了观众席里的一名剧粉，原

本坐在舞台上的他当即惊喜地

跳起来：“嗨，我们三个月前在

伦敦见过的！”“原汁原味伦敦

西区卡司空降上海”，这不是一

句夸大其词的宣传语，昨晚，

《过去五年》在上海大剧院中剧

场开启中国首演，上海观众看

到的版本，正是不久前在伦敦

西区加里克剧院演出的原班人

马带来的。

伴随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时隔三年后“重装归来”，国

内观众将在家门口看到更多这

样的全球好戏。值得一提的

是，这部作品中国首演的背后，

有一段“从线上到线下”的特殊

情缘：2021年，西区版《过去五

年》在上海大剧院的线上演出

季中亮相，两轮播放量累计超

过258万人次。经过两年的等

待，这部“云端见”的作品得以

和上海观众“面对面”。

《过去五年》在2001年首

演于芝加哥，从芝加哥到纽约

外百老汇，从伦敦外西区到西

区，屡经复排和巡演，是被排演

次数最多的双人音乐剧作品之

一，并且在2015年被改编成同

名电影。这部看起来很“小”的

音乐剧，为何能成为长红的剧

目，并且被公认为本世纪最有

影响力的音乐剧之一？

回到芝加哥的首演版，《过

去五年》的舞台形式是极简也

是极大胆的。在空旷的舞台

上，男女主演轮流登场独唱，这

是一对分道扬镳的爱人，男人

是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女人

是被困在职业瓶颈中的女演

员。女主角唱倒叙的故事线，

在婚姻破碎时回望过去五年；

男主角从很久以前两情相悦时

演起，在顺流而下的时间里，有

情人终成怨偶。男女主角动如

参商，一人一曲，在舞台上从不

相遇，没有交流的机会，他们唯

一的同时在场是两条时间线交

汇在结婚的场景。这部作品在

出现的一刹那就在繁花似锦的

音乐剧世界里成为一道清流，它用洗尽铅华的方式，把舞

台留给音乐和演唱——不需要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

不需要繁冗的舞台装置，仅仅依靠两个演员，就唱尽了青

年艺术家们面对情爱、婚姻、自我和亲密关系的层叠困

境。这种“平行双线的独角戏”对导演和演员构成巨大的

挑战，但也成就了这部作品的特点。

《过去五年》的底气来自词曲，敢用这样的方式写，可

见作曲家艺高人胆大。《过去五年》的作曲杰森 ·罗伯特 ·

布朗是三座托尼奖得主。他在28岁时给音乐剧大师桑

德海姆救场，临时加入《游行》剧组，挑起这部乐器多、声

部多、演员多的超级大制作，并且因此拿下了人生中第一

座托尼奖最佳作曲奖，被誉为“百老汇继桑德海姆之后最

细腻的作曲家”。《游行》大获成功后，布朗深感严密运转

的产业系统下的大制作让他精疲力尽，决心写一部完全

私人化、作者化的“小而美”作品，他只想写两个演员不需

要戏剧化的动作，直抒胸臆地演唱，于是他把自己当时正

在经历的感情破碎、对名望的渴望和迷茫、追名逐利时伤

害了身边至亲……种种生命经验的碎片融入音乐中。

《过去五年》的音乐融合多种风格，男女主角演唱的

16首歌曲包含流行、爵士、蓝调、民谣、古典等多种元素，

展现出作曲家驾驭不同音乐风格的能力。青年男女在亲

密关系中渐行渐远的日常悲剧总是大同小异，但布朗用

风格鲜明的音乐让这些似曾相识的情爱悲剧具有了全新

的辨识度，他用音乐确立了男女主角的个性，也用音乐捕

捉到青年艺术家敏锐的感知，以及他们作为普通人所无

法幸免的人性弱点。剧中，女主角凯西面对爱人不告而

别后演唱的《StillHurting》，男主角杰米在文学界初露峥

嵘时唱出轻快动感的《MovingTooFast》，大悲大喜的旋

律在对照之间产生了让人心碎的戏剧张力。

自首演成功后，《过去五年》的芝加哥版、纽约外百老

汇版和伦敦外西区版维持着最初的特色，即男女演员轮

流出场，在台上只要演唱，音乐就完全交给乐队。而在伦

敦西区版复排时，导演乔纳森 ·奥博伊莱在舞台呈现方面

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他在台上放了一架钢琴，男女主角

不再离场，而是当一方演唱时，另一方钢琴伴奏，但同时

在场的两人仍然不发生任何交流，钢琴成了台上的第三

个角色，沉默地见证了这对年轻艺术家夫妻之间的爱与

别离。从前的版本里，总是孤独地伫立于台上的男女主

演传递了苦涩的意象，似乎亲密关系的本质是从头到尾

的独角戏。上海观众这次看到的西区版，男女演员之间

互为钢琴伴奏的场面让舞台更满、更丰富，两人一琴的画

面也流露了更多的落寞：音乐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但他们

互相之间成了在场的缺席者。

两
人
一
琴
撑
起
舞
台
，伦
敦
西
区
原
版
《
过
去
五
年
》
在
沪
开
启
中
国
首
演

这
部
﹃
小
而
美
﹄
的
音
乐
剧
何
以
长
红

申城美术馆、艺术博物馆与国际顶级美

术馆、博物馆的合作，从过去的单一借展拓展

为制度性合作；以《不眠之夜》为代表的沉浸

式戏剧在上海站稳脚跟，引领了沉浸式演艺

产业的发展……新时代以来，上海在文化艺

术领域的奋楫扬帆启新程，在近日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艺术发展报告（2012—

2022）》（以下简称“《报告》”）得到了较为系统

的体现。

由上海艺术中心组织众多专业研究人员

推出的这份《报告》，对新时代第一个十年

间上海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影

视、建筑、非遗等领域进行多维度、多层

次、多角度的探究，包括分类报告和专题报

告两部分，共计16篇文章。有别于以往常

见的蓝皮书，它呈现出问题导向的思维、引

领未来的态度。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夏萍

告诉记者，参与《报告》的研究者们深入文

化艺术现场，尤其敏锐地捕捉了十年间上海

文化艺术领域出现的新潮流、新趋势、新现

象、新热点，并对此进行理论化和专业化的

分析与阐释。艺术评论家毛时安提到，《报

告》难得地对上海文艺发展的不足、短板和

瓶颈，给出比较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正是

审慎的思考为《报告》增添了“含金量”，而

这也将更精准地赋能下一个十年上海文化艺术

的发展与繁荣。

熟悉的文化艺术门类中，新潮
流新趋势尤为令人振奋

摊开《报告》描绘的十年艺术上海图景，

不难窥见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影

视等人们熟悉的文化艺术门类中，无不涌现出

紧随时代的新潮流、新趋势。

迈入“黄金时期”的美术馆建设以及由此带

来的丰富多元的美术展览，最是构成上海美术发

展领域的一抹亮色。朱国荣在《上海美术发展报

告》中指出，上海美术馆与国外顶级美术馆长

期合作办展方式，以及联合中外美术馆展现中

国艺术与世界艺术之间关联的相关展出，体现

出中国文化立场和文化自信，意味着上海正在

向成为世界级艺术中心的方向迈进。郭奕华以

《公共空间中的美术馆——上海市美术馆事业发

展回望》进一步聚焦美术馆。她认为，“美术

馆”这一名词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中早已突破展

览本身，而衍生出艺术体验、文化教育、休闲

娱乐、社交等多重含义。也因而，在城市文化

认同感的培育中，以美术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

空间正是连接个体与群体、市民生活与城市文

化的桥梁，可谓城市文化认同的黏合剂。如是

判断，恰为美术馆的新一轮发展蓄力。

再看包括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等在内

的演出领域。其中，一系列演艺新业态引发研

究者高度关注。驻场演出便是之一，这也可谓

伦敦、纽约等国际演艺大都会的“标配”。例

如，陈洁在《上海音乐发展报告》中指出，以

亚洲大厦“星空间”为代表的沉浸式音乐剧驻

场演出，为上海音乐剧行业走向成熟迈出关键

一步。林圣在《上海舞蹈发展报告》中提到，

以《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为代表的上海

舞蹈，开启了国内舞蹈“驻演”的先河。“戏

曲+”则为廖夏璇《上海戏曲发展报告》中聚

焦的新业态。她举例，像是朱家角课植园内的

国内首部实景园林昆曲《牡丹亭》、豫园核心

区域“海上梨园”推出的主题戏曲演出等，无

不以“戏曲+园林”模式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

演体验。

而在电影行业，上海电影产业结构的加速

更迭，尤为研究者敏锐捕捉。在全球影视创制

中心建设的愿景下，围绕数字技术在电影行业

的全面应用，上海电影行业提供了多方面经验，

这些在张斌、潘丹丹的《上海电影发展报告》中

能够找到。通过对上海电影产业重要指标数据

进行研究，谈洁以《从中国电影发祥地、全产业

链基地到全球影视创制中心——上海电影产业

发展的战略目标与路径选择》揭示，上海电影以

创新性强化了真正工业意义上的电影全产业链

建设，开创了影视与“金融+”“互联网+”、影游

联动等，形成独特的“上海模式”。

以跨界思维与开放视野，助力
城市形象的多样化塑造

《报告》不少篇目聚焦的领域并非传统文

化艺术门类，如城市景观艺术、都市摄影、城

市空间风貌、非遗创意产品。它们却几乎无一

例外关乎城市形象、地域特色，置于跨界思

维、开放视野之下，勾勒出艺术上海别具魅力

的侧影。在业内看来，这些分析研究成果也将

助力上海打造世界级城市会客厅。

2012年以来，探索“有机更新”的城市

更新发展模式，以提升品质取代扩大规模，成

为上海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刘

润恩以《上海城市景观艺术发展报告》剖析十

年间呈现出显著提升和转型的城市景观艺术，

颇具现实意义。文中指出，以世界城市日、城

市空间艺术季、行走上海——城市空间微更新

计划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城市文化活动，不

断激活空间更新的持续活力。重点围绕“一江

一河”发展建设、公园体系、绿道网络、景观

照明、美丽街区等方面展开的建设，则为上海

留下一大批标志性景观建设作品。其中最为典

型的，得数“一江一河”沿岸包括“上海船厂

1862”、杨浦国棉十七厂、铁路南浦站、总商

会旧址、慎余里等多处公共空间区域的活化，

不少都已成为引领城市更新、功能重塑的典型

案例和网红“打卡地”。

苏州河沿岸以美学提亮带动的品质升级，

则进一步在张磊的《苏州河滨水空间风貌特色

演绎与营造》中得到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研究

者不仅梳理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景观提升的现

状，还点出其整体开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不

足。例如，较为单一的创意、文化、时尚、艺术导

向的更新，一方面使得滨水工业遗产改造后的

受众有限，另一方面与其作为城市共享景观的

目标尚有差距；滨河公共空间构建出现地域性、

文化性的缺失，形成大量类似的公共空间。

提炼新的城市IP文化符号，形成鲜明的

个性化城市文化名片，已是未来城市品牌打造

的趋势。在《上海非遗创意产品发展新趋势》

中，周天指出，非遗资源参与到创意产品设计

中，不但可以为“非遗”系列文化品牌矩阵提

供新的文化创意产品，还可带动区域的文化产

业形成相关产业链模式，形成独特的文化商业

模型，为区域性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她尤其留

意到，上海的非遗技艺和创意产品，借由世界

级展示窗口上海进博会近年开设的非遗会客

厅，获得了全球机遇，这对上海国际文化大都

市建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发挥出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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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法国蓬皮杜中心展

开五年合作的西岸美术馆，正在

举办双方合作的第三个常设展

“肖像的映象”。 （展方供图）
▲始建于1862年的上海船厂如今变身1862时尚艺术中心，成为引领城市更新、功

能重塑的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过去五年》剧照。 （演出方供图）

■本报记者 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