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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范昕

昨天，国际制作版百老汇沉浸式

音乐剧 《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

的大彗星》（简称《大彗星》） 举办

了建组后的第一场主题发布会。剧组

全体演员在半个月的声乐排练后，现

场演唱剧中《序曲》《别无他人》《魅

惑》《尘土与灰烬》等歌曲，发布会

模拟了沉浸式剧场座位席的布置，让

出席者率先感受到360度环绕式表演

的观赏体验。

将在上海演出的《大彗星》是由

中国音乐剧团队与美国百老汇团队联

手打造的国际制作版，中方邀约百老

汇版核心主创加入，汇聚“多国部

队”的舞美、灯光、音响班底，在上

海、纽约两地同时招募演员，试图以

国际化的创制模式，为亚洲舞台带来

“来自百老汇、超越百老汇”的音乐

剧作品。

音乐剧创制过程中的跨
文化交流

《大彗星》国际制作版将于今年

12月29日至明年1月1日在九棵树未

来艺术中心开启预演，1月13日至3

月3日正式在前滩31演艺中心大剧场

开启亚洲首演，以全英文的形式连演

51场。《大彗星》的出品人之一、上

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说：“2002年

上海大剧院首度引进西方经典音乐剧

《悲惨世界》，音乐剧作为成熟的舞台

文艺样式，20余年来得到观众和市

场的普遍认同。如今以音乐剧《大彗

星》为契机，上海大剧院率先进行国

际音乐剧运作的新探索，借力纽约百

老汇的产业优势，促进中美韩跨国音

乐剧的人才交流与文化合作。”

由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部分章

节改编而来的《大彗星》，是一部演

出形式新颖的沉浸式音乐剧。该剧从

纽约的小微剧场进入外百老汇，又在

2016年登陆百老汇，以“打破第四堵

墙”的创新演出形态，获得托尼奖最

佳音乐剧场景设计奖和最佳音乐剧灯

光设计奖。发布会上，《大彗星》的

词曲作者兼编剧戴夫 · 马洛伊在视频

中难掩兴奋：“我从没想过 《大彗

星》能够走得这么远，对我来说这是

一段不断在创造中的旅程。”12月，

戴夫将来到上海参与幕后工作。

舞美设计师吴弼泳曾参与韩文版

音乐剧《大彗星》的制作，昨天，他

展示了为上海版全新设计的舞美方案，将突破性地把剧场前排

的400个座位拆除，打破镜框式舞台的局限，把剧场改造成俄

罗斯宫廷舞会的现场，四个环形的观众池座与舞台融为一体，

使观众在360度环绕的演绎中成为舞台的一部分。

视觉艺术家叶子乐此次担任《大彗星》的服装设计，在首

度曝光的视觉概念照上，他把太空感的前卫绘图融入全剧主视

觉，对此他解释：“戏里的每个人是一颗小行星，在自己的星

轨里自转，也会与别的行星相遇。在1812年大彗星降临一刻

所产生的光芒下，莫斯科的纸醉金迷、虚荣与真诚、爱的纯真

与疯狂，还有人性的光辉与卑劣一览无余。”未来，观众们在

上海版《大彗星》中，将看到与此前版本全然不同的服饰。

排练第二周，所有演员都能脱稿演唱

《大彗星》的全部表演在歌曲演唱中完成，即真正的“一

歌到底”，曲唱融合俄罗斯民谣、电音、古典乐等多重音乐风

格，这对28位演员来说是极大的挑战。音乐监督奥尔 · 马蒂

亚斯已经在上海大剧院排练厅工作半月余，他对演员们的投入

表示叹服：“我们只花了一周时间，就能较完整地呈现音乐的

部分。我第二周进排练厅，所有的演员都能脱稿演唱，这背后

相信大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昨天发布会的亮点是演员的演唱环节。全体演员唱响的

《序曲》，用活泼的方式交代剧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百老

汇演出时，这首歌被观众戏称为“报菜名”；最受关注的女主

角娜塔莎唱出“恋爱神曲”《别无他人》，00后主演纳奥米与

16岁的娜塔莎气质浑然一体；娜塔莎和水性杨花的名媛海伦

（也就是皮埃尔的第一个妻子）合唱的《魅惑》，是全剧传唱度

最高的一首曲子；饰演皮埃尔的库珀 · 戈丁演唱《尘土与灰

烬》，是一首荡气回肠的独白，把男主角破碎后重建的内心世

界表达得淋漓尽致。库珀 · 戈丁在演唱结束后谈道，中方制作

团队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我们相信上海已经为这样一

部高水准的舞台艺术作品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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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给父母买的票，这一次自己来感

受。”平时在外地工作的90后王先生下午刚

回上海，晚上就来到兰心大戏院看独脚戏

《石库门的笑声》，“说上海话的演出不多，又

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演员，作为上海人一定要

支持。”

刚过去的两晚，由知名笑星毛猛达和沈

荣海领衔的《石库门的笑声》在兰心大戏院

座无虚席。在距离首演过去五年，场次近

150场后，这台上海传统曲艺作品的热度不

减反增。不少人在看完演出后发出“且看且

珍惜”的感慨，表示期待看到更多这样具有

鲜明上海本地特色的演出。

“独脚戏有过热闹、也有过寂寞。”站在

舞台上40多年，毛猛达坚信独脚戏在当下

竞争激烈的演出市场仍有一席之地，“只要

秉持着与时俱进的创作思路，观众自然会拥

抱这份快乐。”

独脚戏里有上海的幽默

“燕子姐姐”陈燕华昨天以嘉宾的身份

来到演出现场，这是她的“二刷”，此前她

就曾和朋友组团来看戏，“独脚戏里有上海

人骨子里的幽默，有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

底蕴。”

“演艺大世界，沪语独脚戏不能缺少。”

在前晚的演出中，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员

王佳俊也在中场环节惊喜亮相。“两位演员

说的段子，就好像是把我的童年搬到了台

上。”他对记者表示，石库门里共用厨房等生

活化的内容让他感同身受。“尽管那时候住

宿条件很窘迫，像我们这样一家人挤在十几

平方米小房间的家庭有很多，大家共用灶披

间当然会有矛盾，但真的碰到事情会互相帮

忙。”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还是王佳俊

第一次在现场欣赏独脚戏，他被密集又富有

生活气息的笑声感染着。“两个多小时的独

脚戏连贯性很强，从以前的故事说到最新的

新闻，毛猛达、沈荣海两位老师道出的上海

变迁是许多人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的真实永

远是最动人的。”

独脚戏的舞台极其简洁，演员是无可争

议的核心。“独脚戏的形式看似简单，实则非

常考验演员的整体素质。”毛猛达说，“独脚

戏大多两人搭档，有时甚至是单口，演员们

之间难以互相借力，因此说、学、做、唱的功

底在台上一览无余。”独脚戏兴起于1920年

前后，“滑稽三大家”王无能、江笑笑、刘春山

博采众长，吸收多种艺术形式，推动独脚戏

成为独立的曲种。在滑稽泰斗姚慕双和周

柏春时期，独脚戏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

诞生了如《学英语》《宁波音乐家》《新老法结

婚》等名段。

言之有物，才能留住观众

“从前辈的创作中就可以看到，独脚戏

一定是紧紧跟随潮流的，与老百姓的生活密

切相关。”毛猛达表示。《石库门的笑声》诞生

之初，主创就定下了作品的主题，围绕改革

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巨变，聚焦上海人的衣

食住行。

内容的推陈出新维持着《石库门的笑

声》的热度，相较首演版本，如今70%的

内容都是新的。有时在演出前一晚，毛猛

达和沈荣海还会为第二天的内容商量到深

夜，“生活是表演的灵感富矿，演员要无时

无刻吸收新鲜事物，从中提取适合在舞台

上演绎的内容，创作始终在路上。”不走套

路、不炒冷饭，随着时间推移，《石库门的

笑声》的观众年龄分布越来越宽，从最初

前来怀旧的50、60后，到如今80、90后甚

至00后也走进剧场。

同为语言类演出，近年来脱口秀乃至沪

语脱口秀在年轻观众间人气极高。毛猛达

不回避这样的直接竞争，也不回避独脚戏的

现状。“脱口秀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演员

说的是观众的日常，讲的是观众的心情。”在

他看来，独脚戏的创作观念和表演手法到了

必须改变的时刻，“贯口、模仿、演唱等技巧

非常重要，但这些应当用来辅助剧本，演员

在台上不是为了炫技。言之有物，独脚戏这

门海派艺术才能留住观众。”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热演五年背后的“流量密码”——

生活的真实永远是最动人的

■本报记者 柳青

独脚戏，对于上海年轻人来说是既熟
悉又陌生的名词。说熟悉，从前长辈或多
或少会在电台、电视里听上或看上几段；
通过荧屏里的海派情景剧，毛猛达、沈荣
海等笑星的名字和形象也称得上是“童年
回忆”。说陌生，独脚戏的演出在上海这
个戏剧大码头并不起眼，连“哪里能看到

独脚戏”都一度成了问题。
昨晚《石库门的笑声》在兰心大戏院

的热闹场面，不输时下流行的音乐剧、话
剧。托女儿买票的老夫妻、普通话上海话
掺杂着交流的情侣，还有专门来看“阿德
哥”的小伙子……他们和台上的演员共同
构成了这处“含沪量”超高的场域，在段

子里、贯口中、互动间，观众看的不仅仅
是表演，更像是一场海派文化的集体体
验，不同代际的人们一起重温旧日的里弄
时光，用精辟的沪语表达和幽默的角度解
读时下热点。

本地话是联结一个地方人群之间特
有的符号，而以此为主体语言演出的地

方曲艺往往也是最有乡土情结的文化纽
带。我们期待独脚戏场内场外的热闹，
停留得久一些、再久一些，因为共享同
一份回忆和情愫，我们对这座城市会有
更多的归属感。当这些心领神会的笑声
一次次响起，何尝不是文脉传承的一次
次接力。

王筱丽

留住“笑声”里的情结

为家族撰写编年史，用声音搭建艺术

景观，由生物启发艺术之旅……这些，竟

然都来自时下高等艺术院校里的课程实践。

最近一段时间，第四届“FutureLab艺术

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上海大学上

海美术学院本科教学案例展及研讨、中国美

术学院主题为“Panel21：向达芬奇提案——

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的论坛等相继在

沪举办，大大刷新人们对于艺术教育的认

知。原来，面向未来的艺术，不单关乎绘画，

关乎审美，更在以艺术为轴心向多学科辐

射，重新定义艺术的价值，也通过教育培养

超越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通人”。

除了赏心悦目、陶冶性情，艺
术还能做什么

除了赏心悦目、陶冶性情，艺术还能

为时代、为社会做些什么？丰富的案例让

人们看到，时下的高等艺术院校正力图跳

出纯艺术的小圈子，打破固有的围墙，以

开放之姿积极赋能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在西岸艺术中心B馆举办的第四届

“FutureLab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

会”上，位居C位的偌大橘色盒子最是牵引

人们的好奇心。只见天南海北众多中国家

庭场景以微缩模型的方式加以定格，装进

华丽的凿花画框中，充满仪式感与叙事

性。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大事记”时间

表、家族编年史剧集大纲、家族照相簿、

家乡情景渲染图、家乡城市地图等多重讲

述。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

演系2018级至2021级的79位本科生以家

庭、家族和家乡为叙事对象的作品，汇成

这壮观的“事出有因——家庭编年史课程

展”。媒介展演系注重对媒介叙事能力和空

间叙事能力的持续训练与不断拓展，创新

多种媒介的综合运用手段，更新展演艺术

形态。该系创始系主任牟森发现，对于一

群20岁上下、阅历有限的学生来说，这样

一种跨界综合的叙事能力不易培养，但当

他们将目光转向各自的家庭、家族和家

乡，像是突然开启取之不尽的叙事矿藏，

获得看待、呈现事物和事情的能力。在这

一系列创意训练中，艺术也渐渐接上地

气，折射出家庭变迁、社会演进乃至国家

发展图景等大格局，获得了现实意义。

跨界融合，可谓近期众多艺术学院呈

现的教学案例的关键词。引得不少人驻足

的一张“网”，长达七八米，将大自然鬼斧

神工的结构设计转化为人工创作，这是西

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带到教博会的展览

“一场由生物启发的艺术之旅”。它来自课

程项目《探索结构性网》，融合科学、生态

学和建筑学，通过人工智能将有机植物、

蜘蛛网等15种结构形态编织成超越传统艺

术媒介的空间结构性空气网，引人思考自

然与人造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音效》是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本科教学案例展上

令很多人感到新奇的一门课程。这门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下的专业选修课，着意培养

造型类学生对声音的感觉，找到身边的声

音，学会对声音的观察，并建立声音与美

学、技术、艺术等其他学科的联系。实践

成果也的确各显创造力，有人将卫星的运

行信息导入编程生成音乐，有人参考铝带

振动原理制作扬声器。

期待创作者形成超越尺度的
“通”与“变”

“美院的教育是整体的，不是画两笔就

完了。”“艺术教育要亲历，否则无异于纸

上谈兵。”近期几个高等艺术教育的展会、

论坛上，频频听到这样的业内声音。在

“Panel21”论坛开幕致辞上，中国美术学

院院长高世名更是提倡以一种“通人”之

学培养“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曾成钢指

出，美院本科教育的基础不仅仅是专业基

础，还包括人生的道德认知和综合训练对

人的意志培养。他认为课程设置中注重锻

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甚为重要。这

也是该学院很多课程的导向。例如建筑系

将一些课程开到校外，通过校地合作获取

真实的社会需求，并且让学生积极参与包

括深入调研、组织讲座、参观展览等多元

实践，营造多元融合的教学场景。就连相

对传统的史论系，也带领本科生深入广阔

的大地，用眼睛捕捉图像、用脚步丈量历

史，展示成果除论文之外，形式还包含展

板、视频、手账等，为学生提供一个包容

的创作平台。

在业内看来，人工智能时代，面对前

所未有冲击的艺术，尤其需要创作者不囿

于某个专业领域，而形成一种超越尺度的

“通”与“变”。这也正是高世名所言“21

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必备的素养。以达 ·

芬奇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人，是“通人”，是

全面发展的人，他们不只博学广闻，学习

知识、推论事理也能触类旁通、举一反

三，达到一种学问的“通境”。而“21世纪

的文艺复兴人”，更将成为全新主体，具有

与人工智能一起进化的胆略与能力。柏林

艺术大学媒体理论名誉教授西格弗里德 ·

齐林斯基甚至提出，未来的艺术家应该拥

有一种“古未来主义”的能力，通过回溯

与前瞻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

艺术学院需要创造通感的、横向的知识，

让学生在抽象和可感的材料、思想和物理

的事实之间的不断互动中发展。

在沪举办的多个展会、论坛聚焦相似主题

面向未来的艺术教育，呼唤“通人”素养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在内容上不断推陈出新。图为演出照。 （演出方供图）

昨日，《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举行“复苏的花

神”主题发布会。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 第四届“FutureLab艺术与设计

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现场。

（均展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