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5文化 责任编辑/杨 燕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白发大侠”国乐艺术家方锦龙结束在

宛平剧院和弟子们的国潮音乐会、又赶往

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和汤家班进行一场师徒

之间的对话，国风乐团自得琴社则在

YOUNG剧场以一台江南丝竹新国风乐集

诉说“江南好”……近期，申城剧场国乐国

潮“含量”拉满，当观众们调亮手机电筒，点

点星光应和着唢呐、马头琴、琵琶等民族乐

器诠释的《沧海一声笑》，谁能说这不比一

场演唱会更high呢？

伴随舞台样式和传播方式的迭代，国

乐已逐渐揭下了“小众”的标签，穿着汉

服听一场国风音乐会正在成为年轻人日常

生活的仪式感，甚至在海外，都能感受到

这股热潮。传统、创新、原创，在与记者

的对话中，关于国乐的发展和传播，“顶

流”们给出了这些关键词。但正如任何一

种“流行文化”所面临的课题一样，如何

维持艺术的长久生命力是创作者在拥抱热

度之后需要冷静面对的问题。尤其是面对

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民族乐器与音乐，在

创新进程中要不要“流量为王”，艺术性

和娱乐性能否更好地“兼得”、进入剧院

的演出能真正做到“叫好又叫座”，热闹

之后思考才刚刚开始。

“方全会”期待更多年轻人登场

上周五，“方锦龙和他的弟子们”国潮

音乐会几乎让宛平剧院的过道没有落脚之

处。996个位子早早售罄后，剧院方又在

走廊加座100余席，依旧被快速抢完。演

出中，民族管乐、琵琶、古筝、马头琴等乐器

纷纷登场，方锦龙更是再展“方全会”的本

色，除了常见的民族乐器之外，他还展示了

骨笛“龠”、中国最早的竹片做的“簧”以及

历史悠久的五音乐器“尺八”。

演出前，方锦龙为当晚的完美呈现忙

到了最后一刻，“演出中我会演奏十几门乐

器，比在B站更多”。方锦龙的“出圈”不能

不提到他2020年在B站跨年晚会的惊艳

亮相，他一人“对战”百人乐团，用丰富的民

族乐器带来串烧表演，成为不少年轻人心

中的国乐代表人物。当方锦龙成为一个热

门IP和票房保证之后，这份热度更多是指

向他本人还是民乐？方锦龙的回答是：“民

乐赶上了好时代。”“关键在于不断更新、变

化的演出，几十场不重样的音乐会，争取每

一场都带给观众变化。”

不过，在互联网上因“会整活儿”而拥

有大量粉丝的方锦龙，自认是一个“传统”

的人，将重视积累、向传统文化致敬看得很

重。50张唱片、大量的协作曲让方锦龙的

底气十足，“我们在中国文化面前就像一滴

水，只有融进传统的文化海洋，才不会干

枯”。在社交媒体，方锦龙曾幽默地回复年

轻网友：“别叫我老头，毕竟我还年轻，还有

很大进步的空间。”谈到现阶段的目标，他

期待收集齐56个民族的乐器，在不同的民

族中都能找到有才华的年轻人，“更多年轻

的演奏者、更多的方锦龙，才能让民乐永远

传承下去”。

乐手上表演课，带来沉浸式
国风体验

化身明代太仓学人，观众跟随着以时

间脉络串联起的13首曲目，体验了明代江

南市民一个寻常适意的春日。自得琴社首

场“非遗系列音乐会”《江南好》，舞台一如

既往地精致典雅。给观众营造沉浸式的视

觉享受是自得琴社的专长。团队根据每位

乐手的角色特征，选用道袍、竖领、披风、比

甲、曳撒、云肩等款式，量身打板定制，并在

印染绣花部分融入竹子、松鹤等代表士人

气节的纹样。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上演的曲目皆

为原创作品，乐队并未直接选用或改编

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牌，而是参照曲牌风

格全新创作曲目。音乐会艺术总监唐彬

参考了江南丝竹乐队的配置，同时凸显

了古琴的位置，甚至专门从明末虞山派

琴家徐上瀛编撰的 《大还阁琴谱》 中编

作出古琴独奏曲 《桃源》。“我们做了很

多功课，发现晚明时期的太仓可供挖掘

的材料极多，如昆曲、绘画、诗文等，

于是邀请昆曲名家施夏明配音，舞台中

加入活泼的舞蹈设计。”《江南好》导演

张奕告诉记者，“就连我们的乐手本人都

要上表演工作坊。希望通过融合跨界艺

术，用自得琴社自己的方式展现晚明士

人的精神风貌。”

自得琴社以过亿播放量线上起家，如

今从屏幕里走向剧场中，如何延续自身的

独特风格？自得琴社社长朱里钺定下目

标：坚持原创与玩转跨界。他坦言，这对

于琴社而言，是一个必须适应的转变和一

道必须跨越的鸿沟。“中国民乐器个性鲜

明，需要专业的谱曲与编排以使各乐器相

互协调，对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

认为，“当代年轻人喜欢更加多元一体的

视听体验，都对线下演出的灯光舞美、音

响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几年实

践，自得琴社目前逐步发展起一个专职的

舞台团队，演出人员以琴社签约乐手与在

校学生为主，线下剧场不再是线上节目的

延伸，逐步发展为独立的业务板块。

“白发大侠”方锦龙、自得琴社先后热演申城舞台——

“后流量时代”，国乐顶流们在想什么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实习生 孙彦扬

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夜，媒体

和评论圈两次哗然：先是姜大卫获最佳男

配角奖，接着梁朝伟六封最佳男主角。关

于前者，资深的电影记者和影评人给出微

妙的点评：“姜大卫竟然是第一次获得金像

奖，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他活跃的时

候，金像奖还没诞生呢。”至于梁朝伟获奖，

口无遮拦的王晶导演做了许多人的“嘴

替”：“《金手指》绝不是梁朝伟最佳演出，有

点过火，比《2046》的内敛相差很远。如果

我是他，会效法当年谭咏麟、张国荣，宣布

不再领奖，把机会留给年轻一代。”

旧与新的相遇

梁朝伟以不是最佳状态的《金手指》得

最佳男主角，实则他也是被选择的。《金手

指》回望香港旧时光，梁朝伟的表演则是以

不变应万变，旧时人物老派风流，从演员到

电影都成了上一个世代的结晶琥珀，行业

内把选票投向往日荣光。

对比之下，尽管高龄的姜大卫再上银

幕，难免流露“廉颇老矣”的苦涩，但他的得

奖被视为众望所归。甚至，与他演对手戏

的、《白日之下》男主角林保怡被认为是金

像奖评选多年来罕见的遗珠之憾。姜大卫

和林保怡也是香港影视工业里的“老人”，

他们各自的表演也不同程度带着不属于这

个时代的痕迹，同是“老派”，梁朝伟备受争

议，姜大卫和林保怡则被盛赞“人保戏”，这

其中的差别宁说是针对电影，而非演员本

人。新人导演的《白日之下》本身是不成熟

的作品，但它给踟蹰中的香港电影工业创

造了特殊的价值，即，从前的世代如何进入

当下的现实，老派的“港风”表演何以对接

时代议题，“旧”怎样与“新”相遇。

表演扩充了剧作的厚度

《白日之下》的叙事主线围绕一桩香港

本地的调查报道，一个胆大心细的女记者

卧底揭开一家福利院虐待残疾病人的真

相。其实这个题材分量并不在于呈现“铁

肩担道义”的媒体故事，它存在着一个极为

冷硬的内核：在单一的福利院虐待案例的

背后，存在着泛商业/唯商业的环境对人以

及社会结构的异化，本该为公共利益发声

的媒体因为盈利压力而濒临消失，本该作

为公共服务的救助系统成为逐利的买卖，

不受商业伦理约束的“生意”蚕食了正常的

情理、道义和善意。影片在剧作层面没有

足够深入地拆析这个故事内在的结构性悲

剧，对于一部新人作品而言，这样的缺憾是

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姜大卫在多次采访中

不避谈“剧本和拍摄阶段很多时候表现得

不成熟”。

恰恰是这个不够成熟、有待完善的剧

作，给了一群成熟的演员发挥的余地，作为

主演的林保怡，以及戏份不多却屡屡制造

亮点的姜大卫、胡枫和鲍起静，这些演员以

各自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生命阅历，为这个

显得单薄的剧本扩充了世俗的厚度。

以个体生存隐喻香港平民生态

姜大卫接到导演的邀约时，对“通伯”

这个角色作出了至关重要的修改建议，他

把原本的苦情孤老改成“装疯卖傻”的人

设，人物的“疯”和“傻”在似与不似之间，周

围的人也不能完全清楚这老头是真疯还是

装傻。自带表演型人格的通伯不仅给影片

增添诙谐的变奏，同时在这个人物身上，姜

大卫把“类型化”和“无痕迹”两种表演风格

辩证且自洽地融合了。每一次，通伯用力

过度地“表演”傻子时，往往是在户外的、远

离福利院的、光鲜的环境里，他最夸张的

“表演”是在看得到落日和航船的港口，而

在充满不堪秘密的福利院里，在人群中的

通伯，姜大卫的表演是低姿态的、无痕迹

的，仿佛来自生活的阅历平等地照拂了戏

剧内外。在通伯身上，姜大卫以有着对照

意味的两种表演，释放了香港不同的城市

空间里所具有的生存意味。

以个体生存状况隐喻香港的平民生

态，在通伯和姜大卫这里，是明与暗的对

照。到了林保怡所扮演的福利院长，就是

深入了层层叠叠的灰的重影。林保怡在

《白日之下》中不仅给出他从业多年来堪

称最佳的演出，并且，他的表演极大程度

地丰富了这个剧作的况味。换作浮皮潦草

的表演，影片里的福利院长很可能是个标

签化的恶徒，一篇深度报道引发的司法诉

讼难免滑向惩恶扬善的类型叙事。曾以

“冷面小生”著称的林保怡，原本就擅长

以“反类型”的方式、用将心比心的低微

姿态演出香港小人物的充实内在。在《白

日之下》 里，他进一步地滤去TVB电视

剧表演中可能有的任何表面化的痕迹，以

“小于生活”的微表情和微动作去表演一

个卑微的恶人——那是一个作恶的人，也

是一个卑微的人，他在社会救助系统和商

人的“生意”里都是被伤害、被背弃的，

这个苟活的幸存者试图在暗处建造给自己

和同类的“乐园”，而他终于成了这个暗

处乐园里的“暴君”。林保怡的诠释，抽

丝剥茧地具象化了一种卑微者的生存逻

辑，他凸显了角色内涵复杂的“悲哀的

恶”，也从中道尽一个高度繁华之地“暗

处有什么”。

某种程度而言，《白日之下》是当下的

香港电影创作的一种缩影，年轻创作者的

能力并不足以正面强攻时代议题，他们固

然有锋芒和勇气，而推着他们走得更远的，

仍是影视工业里的“老人”们。

老派“港风”表演与时代议题的相遇
■本报记者 柳青

修车工具制成的门把手、满满工业风的

空间、四周墙面悬挂着车架……熟悉上生 ·新

所的市民对位于园区内的自行车商铺“一九

四零1940”不会陌生，但鲜少有人能预料到这

里即将成为一处戏剧发生的场所。这个五一

假期，由上海现代人剧社带来的第四届上生 ·

新所咖啡戏剧节将如约而至，《广告牌》《备忘

录》《婚内失恋》《11号配方》四部小而美的作

品将登陆上生 ·新所的海军俱乐部、孙科别墅

等场所，让这个城中新晋地标无处不舞台。

据上海现代人剧社负责人张余透露，每

年咖啡戏剧落在园区哪家店铺总会引来商家

的期盼。过去三年来，10余部咖啡戏剧已经

轮番在七八家空间演出了近百场。今年，咖

啡戏剧节又寻觅到一处新空间——“一九四

零1940”。届时，店中后现代工业风开放式

的设计将与美国外百老汇咖啡戏剧《广告牌》

亲密呼应，让观众们比在镜框式剧场更快融

入到戏剧情境中。将上演于孙科别墅的法国

咖啡戏剧《备忘录》，讲述发生在公寓的一场

离奇浪漫的情感狩猎，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让 ·卡里埃尔的名作与现场建筑

的交融，会让人不禁产生恍如隔世的惆怅。

海军俱乐部将呈现双面舞台剧《婚内失

恋》，由两岸戏剧人合作创排，原作为销量百

万的“疗愈系作家”邓惠文所著。舞台剧演出

以同一个时空，借由三对不同时代的夫妻，以

交错演出的方式去探讨爱情本身，呈现现代

人对感情的依归与心理状态，这部戏吸引了

知名演员顾艳、张磊、赵洁、苏俊杰等加盟，清

一色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演员们将呈

现出学院派的表演风格。

香氛沉浸戏剧《11号配方》则是由一批

95、00后主创原创的新颖作品，极具体验

感。通过与园区内RE香氛体验室的合作，

将时尚流行的香氛体验制作与勾心斗角的戏

剧内核故事相结合，并在戏外吸引潮牌青年

亲手制作一款香氛产品带回家，融咖啡戏剧

与商业品牌为一体。

今年举办至第四届的上生 ·新所咖啡戏剧

节，不仅成为上生 ·新所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

每年上海国际咖啡文化周活动中，长宁区文商旅融合的一项特色活

动。历经四年咖啡戏剧的熏陶，区内书店、餐厅、户外装备店、品牌服饰

店，甚至自行车店、香氛体验店等大多开设了咖啡区，处处咖啡飘香，这

在全国文创园区中并不多见，也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地标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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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咖啡戏剧节期间，位于上生 ·新所内的自行车商铺将变身成为

戏剧发生地，带领观众沉浸式入戏。 （主办方供图）
片场 · 视线

新人导演的《白日之

下》本身是不成熟的作品，

恰恰给了一群成熟的演员

发挥的余地，为这个显得单

薄的剧本扩充了世俗的厚

度。图为《白日之下》剧照。

▲自得琴社首场“非遗系列音乐会”《江南好》演出照。（演出方供图）
 “方锦龙和他的弟子们”国潮音乐会演出照。 （宛平剧院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表示，让红色资源

真正“活”起来、“热”起来，既要挖掘用好红色资源，也要面向未来不

断推陈出新。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中共一大纪念馆红色讲师

团组建，推出“二十大代表讲二十大”专题党课与“党性教育系列专题

课”，现已讲述347场。而《新的新青年》《青春之中国》《红夜》等情景

党课、沉浸式戏剧《思南路上的枪声——向着光明前行》等创新举措，

让红色资源与青年人双向奔赴。

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副总裁杨佳露看来，

艺术节始终以艺术性、国际性、人民性擦亮品牌，其实与上海这座城

市的秉性相契合。“22届以来，艺术节网罗了全球国际天团来沪演

出，同时积极扶持国内原创作品在艺术节舞台上亮相，更以‘艺术天

空’品牌打造没有围墙的剧院。”富有魅力的品牌吸引海内外观众奔

赴上海。

立足人民城市，凸显城市文化建设人本价值
如果说此次案例发布有不少体现着“专业严选”，那么最受市民

欢迎案例则是百分百的“市民之选”。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艺术夜

校、豫园灯会、上海书展、上海樱花节等，全部由市民投票选出。这项

“民选”彰显了这座人民城市坚守为民发展之本，为市民群众打造诗

意栖居、浪漫生活、美好家园的初心。

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品牌有口皆碑，为广大市民的审美追求代

言。“人民城市、人人出彩”的市民文化节经多年培育，已成了上海市

民认识美、体验美、展示美、创造美的公共舞台，“以文化人、以美育

人”的全民大美育在上海深入人心。尤其近两年，以延时开放、公益

收费为特色的市民艺术夜校火爆出圈。

同样为市民口口相传的还有豫园灯会。自1995年首次举办，豫

园灯会实现了从国家级非遗到文化艺术IP的时代转身。上海豫园

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首席文化官陈佳介绍：“我

们以文化为载体，以中国灯彩为媒介，向全球观众讲述了真实生动的

中国故事、中国文化。2023、2024两届豫园灯会全球游客到访量超

820万人次，总传播量突破百亿。”

开放融合包容，创新城市形象的国际表达
倘若要为100个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最佳案例提炼相似之

处，应邀参加品牌大会的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给出三个

关键词：开放、融合、包容。在他看来，这些品牌打造尤为注重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融合发展，注重协同创新，以文商体旅展的

融合实现文化品牌价值的溢出效应；同时坚持开放和包容之道，在全

球叙事中创新上海城市形象的国际表达。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突出“以史增信”，持续联合全国各相关文博

机构，系统展示中国考古工作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突出成就，

“何以中国”已形成一股文化热潮。“国际范”也是上博品牌创新的一

大亮点。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汤世芬介绍，“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

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等一系列融通古今中外的系列大展，展现着来

自不同文明、文化和地域的艺术，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自上线之初，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IPSHANGHAI”便用

视觉语言服务城市外宣，汇聚海内外目光。作为上海市政府新闻办

推出的全国首个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IPSHANGHAI上线两年

多，聚集了数字资源上百万、专业创作者3万多人、入驻机构800多

家，海外账号年触达5600万个，初步建成一个资源共享平台、内容共

创平台和国际传播平台，在数字世界塑造上海形象。

以品牌塑造彰显“上海文化”标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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