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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成为国内演出最具活力、体量

最大、产业进程最快的城市。”前天在上海广

播艺术中心举办的2024上海演艺发展论坛

上，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副总裁、上海文化

广场总经理张洁带来的一组数据令业界倍

感振奋：2023年全国演出的9960场音乐剧

中，有5888场在上海。上海的演出则有

82.93%集中在演艺大世界，以演艺大世界

为核心的上海音乐剧市场已成为吸引全国

音乐剧爱好者的重要磁极。同时，演艺市场

的热情正延伸到多维度消费场景中，彰显溢

出效应。

本次论坛邀请十多家院团共赴“春天之

约”，现场还发布了意在助力民营院团发展

的“共筑计划”，各方携手以实实在在的举措

为民营院团赋能，让更多人走进现场，打造

活跃的演艺街区，提升上海文旅消费能级。

民营院团正成为重要生力
军，助力上海迈向亚洲演艺之都

根据票务平台票星球的数据显示，过去

三个月，从外地购买上海音乐剧的观众数量

已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两倍，“为一场演出

奔赴一座城”的理念已经成为现实。而在上

海迈向亚洲演艺之都的进程中，民营院团正

成为重要生力军，并不断形成发展合力，创

造亿级经济效益。

致力于打造具有特色的中国原创音乐

剧体系的缪时客，此前成功上演《沉默的真

相》《嫌疑人X的献身》等悬疑宇宙系列音乐

剧，今年又官宣了马伯庸三部曲和黑塞三部

曲。魅鲸文化以音乐剧《灯塔》中的“守

塔人”为抓手，挖掘IP的情感深度与价值，

延展出另一个有所联结且更为庞大的故事

《翻国王棋》，成为中国首部“出海”的原创

音乐剧。

一台好戏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的

越剧《新龙门客栈》，从杭州火遍全国，它复

制了上海最早的环境式小剧场音乐剧《阿波

罗尼亚》的模式，也坚持了越剧本身的内

容。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的民营剧团，新东苑

沪剧团坚持推出原创节目，不断创新发展，

今年还与保利上海城市剧院联手成立了少

儿沪剧团。

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的剧伙音乐一

直着力探索新国风赛道。穿着新中式服装

发言的总制作和晓维表示，国风是年轻人现

在对话世界的方式和态度，“新”是温故知

新，也是历久弥新，更是耳目一新，比如让齐

天大圣唱摇滚等。自得琴社演出团团长、鼓

手陈曦介绍，自得琴社坚持让年轻人来做给

年轻人听的民乐，创作改编了《醉醉渔唱唱

晚》《哆啦A梦之歌》《达拉崩吧》等符合当代

年轻人审美的作品，还新成立了年轻化团体

“宫商管鲤”。

近年来，越来越多剧院、公共机构为民

营院团提供公益性质的表演空间、排练时

间，为优秀作品提供展示机会，更好地对接

演出市场。魔方文娱作为市场端服务机构，

旗下的票务系统彩艺云对新入驻的优质内

容方免除首年标准版基础服务年费。上海

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目前已在原创孵化、

排练时间上，为民营院团提供相应的公益

措施。

数字平台则跨越地域和不同文化，把观

众推向更好的演出内容，也将演出内容呈现

给更多观众。票星球副总经理高超透露，该

票务平台将传统的八大类改成20多个类

目，演出资讯第一时间同步到更多平台，让

观众的搜索更加精确快速。

新赛道快速崛起，让更多人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2023年，上海18家市级国有院团演出

数量和票房收入均创历史新高，21部上海

作品入选国家级展演，“上海文艺再攀高峰

工程”着力提升了上海文化的原创力和标

识度。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陆莉萍

以《红楼梦》《千里江山图》等为例，回顾

剧院创作之路，认为“上海观众愿意为优

秀的作品埋单”。

近年来演艺新赛道快速崛起，在消费转

型升级与多元化发展下，演艺新空间正挖掘

文旅消费更多潜在可能性。上海文广演艺

集团产业中心副主任陈佩卿分享了去年举

办朱家角超沉浸艺术季的心得，11天在130

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上演了120多场文化活

动，接待了将近40万游客，在“十一”黄金周

期间往古镇输入了更多更年轻的新客群。

崇邦集团高级推广总监崔怡怡透露，包括今

潮8弄在内的滨港商业中心将于12月开幕，

计划打造“娱文旅商”城市更新标杆项目，撬

动四川北路的复兴，而演艺是重中之重。

魔方文娱集团联合创始人兼CEO徐玮

介绍，越来越多的演出主办方、场馆方都有

票务直销的需求，但独立研发票务系统投入

产出比低，该集团开发的彩艺云或是此类市

场痛点的解决方案。目前，彩艺云是国内唯

一一个支持从几十人的新空间演出到几十

万人大型活动的标准化票务SaaS产品，成

都大运会是成功试水的案例。通过“内容+

科技”的双轮驱动，演艺界正努力让更多

人走进现场，让更多人为一场演出奔赴一

座城。

去年全国演出的    场音乐剧中有    场在申城

上海已成国内演出最具活力城市

“上海是黄梅戏名副其实的福地，观

众认可度高、反馈良好，我们派出剧院最

强阵容来到这里，希望为推进长三角文

化一体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安徽省黄梅

戏剧院副院长何云说。昨天，该剧院宣

布，2024年全国巡演将从上海出发，率

先在长三角多地演出，而后陆续前往北

京、广州、深圳、天津，并将赴港澳地区进

行交流演出。

据透露，4月2日—5日，袁媛、孙娟、

何云三位“梅花奖”演员将于中国大戏院

带来《天仙配》《女驸马》《红楼梦》三部经

典剧目。同时，一批黄梅戏后起之秀将

与名家同台飙戏，展示剧种接力有序的

活力传承。

何云将此次演出称为一次“感恩之

旅”。选择上海作为巡演起点，因为黄梅

戏和上海之间深厚的缘分。1953年安

徽省黄梅戏剧院成立，次年由剧院改编

创作的《天仙配》就来到上海参加华东戏

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多项大奖，从上海

一路轰动至全国，主演严凤英成为全国

皆知的角儿。黄梅戏首登银幕也与上海

密切相关，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

拍摄的电影版《天仙配》问世，作品取得

巨大反响，声名远扬海外。借助上海这

个戏剧大码头，黄梅戏走出了安徽和湖

北，成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

开始巡演前，剧院做了一次调研，收

集戏迷最希望看的剧目，《天仙配》与《女

驸马》两出看家戏依旧受到热捧。经典

不仅在艺术上历久弥新，也见证了一代

代演员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据了解，

目前《天仙配》《女驸马》已经有90后和

00后挑大梁的青春版，《红楼梦》青春版

也在筹备中。

4月2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第四代

“七仙女”袁媛将打头阵，唱响家喻户晓

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17岁以专业

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剧院后，袁媛得到黄

梅戏“五朵金花”之一吴亚玲的口传心

授，也从老师那里传承了《天仙配》。作

为一部经典剧目，《天仙配》结构完整、情

节紧凑，唱词兼具戏剧性和文学性，体现了劳动人民淳朴的善恶观

念、寄托着老百姓的美好期望。

在经年累月的演出中，袁媛对经典也有了自己的理解，“除了

要传承老一辈的表演技巧外，青年演员也要自我深耕”。为了让观

众直观地感受到七仙女鲜明的性格特点和情绪变化，她在表演中

突出演唱和念白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让台下跟着角色一起投入

到剧情中。琢磨戏是一名优秀演员的必修课，《天仙配》中“分别”

一场的开头，董永和七仙女归家途中在初遇时的老槐树下歇脚，袁

媛和对戏的赵章伟商量，董永要先用外衣的袖子拂去石头上的灰

尘再让七仙女坐下。一个小小的动作，便能自然展现出两人细腻

真挚的感情，“只有上千遍的打磨，一点一滴的持续积累，才能在舞

台上得心应手”。

因为动听的唱腔和真实活泼的表演，黄梅戏是一个颇有观众

缘的剧种。在短视频平台，黄梅戏的点击量在各个剧种中位列前

位。在传承经典之外，剧院近年来还先后创排了《共产党宣言》《青

春作伴》《凤舞黟山》《百鸟朝凤》等一批现实题材作品。今年七夕

节，剧院计划带来新作黄梅戏音舞剧《鹊桥仙》，新颖的样式将更贴

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和舞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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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如

果说《人生海海》讲天下事，《人间信》写的

就是心里事；前者是阳面，后者可能就是阴

面。”时隔五年，作家麦家长篇小说新作《人

间信》面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坦言：

“可能从未有过像这次写作般，触及到最痛

的地方，这种崭新的体验，令我又羞愧又

欣慰。”

《人间信》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里爱

与恨的循环往复。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

传奇，更多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尘世

浮沉中，笑对命运起伏，坦然直视伤口。麦

家甚至在寺庙闭关了两个月，维持着高强

度写作，还“入乡随俗”与僧人一起吃

素。等到作品完成下山了，麦家却不思茶

饭。中医号脉后告诉他是因为力气用完

了，“当时我有种被理解之后的感动，鼻

子发酸”。

与麦家同龄的作家格非，最近也新出

长篇小说《登春台》。麦家一口气读完了，

还给格非发了短信，说“甚好”。“他的小说

把四个人物的命运，贯穿于一根主线，但结

构上剪碎了写，和我的新长篇有异曲同工

之妙。”麦家认为，格非依然有探索精神，在

小说艺术上不懈追求突破。“我不能理解有

的同行声称不看中国同时代作家的小说，

不读，是出于妒忌还是傲慢呢？优秀作品

当然要第一时间学习。”麦家告诉记者，苏

童今年也要出新长篇了，“我很期待”。

不依赖戏剧化情节，能否写
出好故事

富春江边双家村的一个家庭里，浪荡

混蛋的父亲令全家蒙羞，在危机四伏的年

代，所有人被牵连进一连串灾祸与噩梦中，

几乎活不下去……《人间信》看不到传奇的

上校，少了诡谲的往事，更多是生活在劳苦

劫难中的普通人，他们被命运刁难、欺瞒，

甚至是诅咒，但依然活着。

没有风起云涌、快意江湖，而是执意向

人性深处一路开掘，《人间信》呈现出不输

于英雄传奇的惊心动魄。这一次，麦家想

要和读者掏心窝，“分享世界幽暗的一面、

人性深处的一些东西”。正因如此，小说具

有了不忌惮软弱、不耻于流泪的勇气，使读

者不仅旁观别人的故事，同时也照见自己

的内心。

此前，麦家著有《解密》《暗算》《风声》

等，备受读者欢迎，并被改编成热门影视

剧在银幕荧屏持续掀起谍战浪潮。“都是

关于天才和英雄的故事，天赋异禀的个体

往往被大众瞩目。”谍战是麦家的醒目勋

章，也是他近些年极力摆脱的标签。“谍

战题材塑造了我，带来巨大名声，却也伤

害了我的文学追求和抱负，是时候卸去惰

性了。”

他坦言，过去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作

家，但写《人间信》没有在乎故事，而是想

试探——不依赖戏剧化情节，是不是照样

可以写出好故事？能不能引发读者共鸣？

麦家不再那么“迷信”所谓的叙事艺术或

技巧，而是更多在写作中寻求自我解放、

救赎与疗愈。

“这本书让我放下了很多，让内心变

得轻盈，也许我下一本书可能就是浪漫的

爱情故事。我一度被困在童年，内心有

个幽灵，这本书是驱赶幽灵的，寻求解

放的，同时也想助力那些像我一样曾被

过往和缺憾困住的人。”麦家直言，年届六

旬，已悉人生之真面目，“不想说废话假话

屁话，只想老老实实掂量人性里深的一些

东西，和大家分享一些在挣扎中站起来的

勇气。”

所以，他毫不避讳写作过程中的“忘乎

所以，失声痛哭”。“坦率地说，并不是想拿

哭来作谈资，怕被说脆弱、作秀、无病呻

吟。而是忘不了深夜嚎啕的时刻，我意识

到我老了，身上的肌肉消失，内心的‘肌肉’

也在消失，自身控制能力减弱了，面对小说

人物要崩溃了。”和盘托出这份脆弱，60岁

麦家更多的不是恐惧，反而觉得“这是挺好

的感受”，因为“写作到这个份上，恰说明其

非凡，以及与内心的深度交融”。

致敬“被辜负却有野草般生
命力”的女性群像

《人间信》三个字，也是希望读者“信人

间”。小说展现了个体在被命运倾轧的时

刻迸发出的能量，女性群像尤为动人——

顶天立地的奶奶、逆来顺受的母亲、被生

活烈火淬炼成老辣模样的小妹……小说

既书写了她们被辜负、被剥夺的一面，

也以深情的笔触向她们如野草般的生命

力致敬。

三位女性在男性缺位的情况下，如何

修补破碎的人生、人间？麦家说，他曾有30

年不愿回故乡，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存有怨

气，但母亲解救了自己。“父亲去世后，我陪

80岁母亲在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有半年时

间。当母亲发现我仍有怨，花了半宿与我

谈心。惭愧的是，连母亲都早已放下，我还

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

故乡曾是麦家不愿意回望的地方，与

父亲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童年的伤痛

如影随形。年轻的麦家逃离童年的方式是

远走高飞。自1981年离家闯荡，直到父亲

去世，父子间再无和解的机会，麦家停笔多

年，最终决定回到故乡，《人生海海》便是回

归故乡之后的一次转型。《人间信》继续重

返故乡、回到童年，探索何以为“家”——

家，是人在世间的信约，予人牵制，又系着

希望。

不同的文学家都会在小说里一次次抵

达童年，一次次描写故乡，《人间信》也不例

外。麦家说，长大成人其实是成为碎片，人

不停地被人生所枷锁，而童年是生命的底

色，也是人类情感的基座，回到童年其实是

回到人生最初出发的地方。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点拨你、让

你豁然开朗的那个人。在无法被救赎的时

候，多读书吧。”他形容写作之路如西天取

经，遇到难关时就像斩妖除魔，五年里进行

多次删改，有时彻夜不眠地敲字，“敲下的

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发心”。

个体爱恨悲欢的背后，也有衣食生计，

山川更易。富春江边人如何将毛竹放入洪

流，换粮变钱，一间造纸作坊如何变成集体

槽厂，改革开放后的人们如何“开始疯狂追

逐金子的炽热和身子的柔软”……《人间

信》承载了无数声息歌哭，也提供了二十世

纪中国江南村庄的微缩样本。

“古人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

的人都有。希望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力量

去寻求救赎，让不完善的、不完美的自己变

得日益完善。”在麦家看来，人生本就有许

多不堪的侧面，人们经受不堪，努力摆脱不

堪，本就是人生重大内容。“我从来不指望

写出伟大的作品，但希望写出真实的自我，

把内心真正想说的、看到的世界，真心表达

出来，而不是虚情假意的。”

继《人生海海》后推出长篇新作《人间信》，作家麦家接受本报专访——

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是坦然直视伤口

用“京韵布鲁斯”串起曲艺父子温暖动人的故事，音乐剧

《南墙计划》不久前亮相上海文化广场2024原创华语音乐剧展

演季。 （剧伙音乐供图）

《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代表剧目。（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供图）

麦家长篇小说新作《人间信》重返故乡

与童年，探索何以为“家”。 （出版方供图）

（上接第一版）过去11年，累计推出各类活

动约43万项，惠及市民约2.2亿人次，培育

各类百强团队和个人近万支（名），将一大

批多元社会主体引入到公共文化的“服务

大军”中，激发起全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

创造的热情。

站在新的起点上，这个应时代大潮而

生、属于百姓的节日还能如何创新？“今年

我们将围绕四个‘新’展开：拓展美育新

主体、开发美育新项目、延伸美育新场

景、助力城市新消费，着力增强与城市公

共空间、重大节展赛事的链接融合，努力

实现活动品质度与城市贡献度‘双提升’，

让市民文化节成为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

想最佳实践地和展现上海城市发展活力的

重要载体。”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办公室主任吴鹏宏透露，全年活动将围绕

“主题活动系列”“竞演展评系列”“展演展

示系列”三大板块开展，积极构建人人参

与、人人共建、人人可享的城市美育共同

体，壮大美育新矩阵，扩展公共文化服务

“朋友圈”。

其中，“主题活动系列”发挥“市民文

化节+”综合效应，重点支持培育国际插画

艺术季、数字艺术展示季、最美空间活动

季、非遗国潮体验季等文商旅多要素融合

项目；加强与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

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海旅游节、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等各类重大节展赛会、优质美

育资源的互动链接。

“竞演展评系列”以市民文化赛事为载

体，激活民间创新创造活力，打造人人出

彩大舞台。按计划，全年将开展市民舞蹈

大赛（广场舞、街舞）、梦想读书会、家庭

才艺大展、长三角阿卡贝拉音乐大赛、市

民艺术大展、市民数字艺术大展 （音乐）、

市民文学创作大赛七项市级重点赛事或展

评活动，并推出长三角青少年故事大赛、

市民插画大赛、沪语大赛等多项专项赛事。

“展演展示系列”将重点围绕新中国成

立75周年主题，在城市公共空间举办主题

性群文大汇演，展示市民的文化风采和精

神风貌，营造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

聚力“城市美育日”，奉上色
香味俱美的文化“春宴”

3月30日的“城市美育日”则包含主会

场活动、全市基层美育活动及“社会大美育

课堂”特别活动三个板块。当天下午，“2024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城市美育日’主题活动

暨上海市群众文艺大汇演”将在松江区云间

会堂文化艺术中心主会场举行，展现2023年

上海市民文化节各项赛事中涌现的优秀团

队、优秀创作节目，并同步推出美育集市、美

育巴士、展览“邂逅大美育”等。

各个区都将端出“拿手好菜”，奉上色香

味俱佳的文化“春宴”：徐汇区已有20年历史

的徐家汇公园星期音乐会将迎来第500期，

邀请各方亲历者、见证者以音乐之名再聚

首、共展望；虹口区将在鲁迅公园举行群众

文艺演出并现场招募美育团队；杨浦区将联

动Young剧场、区图书馆、国歌展示馆、笔墨

宫坊及各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开放

日活动以及国风主题市集等；青浦区将在万

科天空之城推出群文展演、美育市集、优秀

摄影家摄影艺术展等；宝山区将打造樱花季

主题旅游路线，邀市民在顾村公园樱花树下

听故事，品味花香、书香、咖啡香；嘉定区将

在上海信业购物中心、我嘉书房、安亭镇文

体中心电影馆、南翔老街名士居等地举办群

文团队汇演、中式服装展演、美育讲座等；奉

贤区则在庄行镇花田舞台举办2024全国春

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当天，市民文化节还将联动全市“社

会大美育课堂”，为市民定制优质艺术教育

和体验活动。上海大剧院的“春日剧有

戏”、上海芭蕾舞团的“芭蕾公益公开

课”、上海京剧院的“FollowMe京剧跟我

学”课堂、上海木偶剧团的踏春寻味非遗

海派木偶……113家专业艺术场馆和机构将

聚力“城市美育日”。

市民文化节的启动日正值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举办期间，当天两节“牵手”，“上海

之春”的大师级专业音乐节目将在“城市美

育日”主会场主舞台演出互动，并把惠民导

赏送至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一座城的春夏秋冬因文化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