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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上海

轻音乐团小分队出现在多个沪上文化

地标。在徐汇滨江的上海国际咖啡

文化节上，演员们在户外舞台上热

情演奏、纵情歌唱；在浦东美术馆

展厅内，《匈牙利舞曲》《卡农》《斗

牛士之歌》 等悠扬弦乐和奔放管乐

带领参观者们“偶遇西班牙”。不仅

专业乐团很忙，根据上海市演出行

业协会数据，假日期间上海街艺227

人次在上海八个区近20个商圈轮流演

出150多场。

连日来，歌手、乐手、舞蹈演员等

纷纷走进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美术馆、

商圈、公园、机场乐声悠扬，各种“沉浸

式”演出，吸引中外游客目光。上海何

以成为爱乐之城？演出方们不拘一格

打破常规——观众在哪儿，舞台就在

哪儿；遍布全城的听众们倾听美好音

符带来的多元文旅体验，让亚洲演艺

之都的魅力指数不断上升。

浦江两岸奏响“音乐+”

最近，浦江两岸响起“音乐+”打开

新方式，多个城市地标都迎来了特别

的“观众席”。

“五一”劳动节当天，上海轻音乐

团成员们兵分两路，亮相西岸与前

滩。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上，徐汇滨

江人头攒动，端着咖啡杯的游人们在

户外舞台邂逅曼妙音符——无论是长

笛与手风琴二重奏点燃的爵士节奏，

还是声乐演员李欣玫演唱的经典音乐

剧 《猫》 选段 《回忆》，都让大家体

验了一把“轻音乐+咖啡”的轻松与

惬意。而在世博源空中花园的大舞

台，乐团以中华艺术宫为背景，从经

典老歌《天涯歌女》到当代热门歌曲

《如愿》《知否知否》，再到世界经典

音乐剧《剧院魅影》中的选段等，罗

雨等声乐演员的演唱让观众穿梭于

“时光机”，体会都市轻音乐的魅力。

5月3日，欢快的西班牙音乐结合

热情的弗拉明戈舞蹈，与远渡重洋而

来的精美画作交相辉映，为浦东美术

馆正在举行的“光辉时代：普拉多博

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主题展增添更

多艺术气息。从大厅、镜厅到引力剧

场等展馆不同区域，上海轻音乐团的

弦乐四重奏和铜管五重奏四场“音乐

快闪”，为观众带来视听双重盛宴。

“这一刻，感觉美术馆变得灵动起

来”“仿佛置身于‘家门口的音乐厅’”

“乐手讲解很专业，既能欣赏音乐，也

能了解特展画作的深层故事”……现

场参观者和网友的评价，正如上海轻

音乐团的策划者所期待的那样。“转角

遇见轻音乐，在上海，人们与艺术双向

奔赴。”团长董德平说，“希望市民游客

们能感受到音乐艺术的滋养，今年我

们还要和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美

术馆等场馆深度合作，让形式多元的

演出持续深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提

升大家的生活幸福感。”

申城商圈、机场献艺引客流

除了美术馆、户外舞台，城市中还

有更多别样的“观众席”虚位以待。优

美旋律响彻街头巷尾，闻声驻足的路

人筑成有秩序的“鸟巢”式观众圈，“上

海街艺流动剧场——五一音乐流动剧

场”在丰富市民游客节日生活的同时，

也为沪上商圈再添美好景致。

五天迎来数百万观众和游客，静

安公园广场——久光商圈集聚了大量

人气。在被誉为“上海街艺发源地”的

静安公园广场“大铜牛”雕塑前，更是

见证不少街头艺人和路人的热情互

动。持证多年的彝族街艺歌手阿余尔

洛感慨：“在街头演唱，每一天都有新

的观众，从大家的掌声和笑容里，让我

觉得为这座城市而唱是幸福的。”

从大宁音乐广场商圈、淮海中路

华狮广场商圈、外滩源到长宁大融

城、缤谷广场、普陀半马苏河广场，

再到今年全新开拓的世博文化公园等

地，林晓明、董亦含、阿余尔洛、黑

子、罗小罗等优秀街艺演员走向申城

各个街艺表演点。在普陀鸿寿坊街艺

表演现场，一位国外游客表示很喜欢

这 样 的 演 出 ， 直 呼 “ 我 可 以 跳 起

舞”！也有市民认为，在商场看到这

样近距离的音乐表演，“感觉自己心

态变年轻了”。

当来自佤族的歌手黑子与街艺伙

伴们伴着轻快节奏，弹唱起《阿佤人

民唱新歌》《明天会更好》 等经典歌

曲时，上海街艺流动剧场的气氛达到

了高潮。有细心的粉丝发现，无论在

哪个商圈，街艺表演的开场曲都是大

家耳熟能详的 《我和我的祖国》，来

自五湖四海的街艺演员们歌唱着对祖

国的热爱，也向广大市民与游客送去

节日问候。

而在更早之前，“交响乐伴你飞”

机场音乐会在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

大厅举行，上海爱乐乐团乐手们带来

的30分钟“音乐加油包”，让不少中外

旅客慢下脚步甚至驻足倾听。团长高

山峰认为，在机场等场所“转角遇到

爱”“邂逅高雅艺术”，彰显的正是上海

文化的无尽魅力和城市艺术的包容氛

围。“城市公共空间悦音响起，谁能不

爱这座爱乐之城？”

走进美术馆、商圈、公园、机场，多元形式音乐会渗入城市公共空间

在上海转角邂逅音乐
这是爱乐之城的“沉浸式”浪漫

武侠小说和动作电影的好时光已
经过去了吗？至少，被定义成“武侠肢
体剧”的《落花流水》仍吸引着年轻观
众。继阿维尼翁OFF戏剧节、爱丁堡
国际艺穗节和乌镇戏剧节后，这部游戏
感和实验性强烈的小剧场作品在这个
“五一”假期的尾声亮相于静安现代戏
剧谷。剧场近乎满场，演出气氛是热络
的，即便演后出现在社交网络上的评语
两极分化，这倒也符合作品的初衷，它
试图挑战“共识”，做一些与“武侠”有关
的舞台新编——这些出现在现代空间
里的东亚的身体、东亚的戏，是凋谢的
落花，还是生生不息的流水？

台上六人，其中一人是乐手，六人
都穿黑衣，脸上画了简化的脸谱，勾了
眼鼻，风格近似中国戏曲的丑角小花

脸。戏曲武丑的身段，能剧狂言的身体
表演，这些古老东亚戏剧的元素明显地
被挪用到肢体编排里。《落花流水》输出
的第一个直观印象，在于“武侠”不再作
为具体的叙事资源，转而成为舞台上的
一种新鲜的“程式”。在武侠片和动作
片的全盛时期，在胡金铨和张彻的电影
里，那些成为影片高光的打戏段落，一
招一式的编排设计借力于传统戏曲和
武术。而在此时此刻的舞台上，“武侠”
从名词变成形容词，从具体的故事演变
成大而化之的方法论。
《落花流水》有一些零落的台词，但

这些台词的“内容”并不重要，演员的
发声远比“说什么”更值得留意。模
糊的情节是存在的，但演出本身无意
让观众纠结于辨析“情节是什么”。分

歧，阴谋，杀戮，复仇，磨难，对
抗，邪不压正……这未必是特定的
“这一个”江湖故事，而是许多观众所
熟知的种种江湖恩怨、少年英雄的桥
段罗列组合，它是对“这一些”“这一
类”故事的浓缩和概括。仿佛回溯武
侠的源头，用舞台活人画的方式绘东
方江湖叙事的“元素周期表”。
《落花流水》也不止于对武侠类型

化叙事的简笔画提炼，创作者很有剧场
自觉意识地留意到传统的、抽象的“程
式”资源，与当代剧场的技术相遇后，在
变形同时更为丰富地表意——在这个
作品里，屡次在灯光介入后，舞台上众
人的动作戏场景被投影到剧院的围墙
上，表演者的影子形成了充满流动感和
变数的新的画面、新的表达。

《落花流水》的构作方式，与独幕芭
蕾剧《练习曲》有相通的地方。无论“武
侠”还是“芭蕾”，编排者拆解了复杂的
叙事元素，用受过严格训练的身体来
展示和拼贴基本的技巧，最终从纯粹
的身体技巧中激发出“戏”的张力。
只是《练习曲》已然是千锤百炼后精
致的完成品，而《落花流水》仍然保
留了未完成的开放属性，它是一个处
在进行时态下的作品。尤其，导演黄
俊达和文本作者米哈谈到，他们的初
衷是想通过舞台的空间、舞台独有的
方式来讨论，为什么“武侠”没有出
现在别的地方，只有东亚的文化土壤
长出了这株奇葩？面对这个有野心的
戏剧议题，《落花流水》是一场充满挑
战的答题的开始，远非结束。

柳 青

是凋谢的落花，还是生生不息的流水？

故乡是一个人成长的精神底色，黎

里古镇承载着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金

宇澄的记忆和乡愁。繁花书房日前在苏

州黎里古镇向公众开放，展示了金宇澄

创作的文学底稿、画稿以及父辈藏书、

一批老物件等。据统计，“五一”假期

黎里古镇累计到访游客近11万人次，

其中不少人专程来书房游览。

“虽生于上海，但从小由祖母抚

养，一直在祖母和父亲的叙事中感受古

镇魅力。这是我献给故乡的一份小小心

意。”记者第一时间探访书房，金宇澄

直言，1990年在《收获》杂志发表4万

字《轻寒》是他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开

头那句“在那时，我还能终日坐在岸

边，看船、看小镇的座座桥梁”所说的

“小镇”正是黎里。

对故乡的眷恋融入书房细节

“黎里的魅力很早进入我的文学，近

10年又进入了我的画面，几乎是本能的

驱使。对于每位作者来说，创作立足点

都源于最靠近情感的内容。”在金宇澄

《洗牌年代》《繁花》《回望》《碗》以及手绘

图中，古镇一直是最深沉的文学背景。

繁花书房坐落于黎里古镇中金家

弄，曾是金宇澄太祖母、祖母、父亲的居

所，后演变成为大杂院，知晓内部细节的

人都已离世。因此，整体改造以当代审

美为主，黑白基调，上下通联，简洁明快，

既保留江南民居特征，也尽量做了新颖

趣味设计。

书房集文学美术、历史陈列、个人画

室等多功能于一体，金宇澄把对故乡的

眷恋和个人审美融入细节。比如，繁花

书房门牌为金宇澄刻制，并制作了同款

藏书章，老宅门口仍挂着原有门牌。

繁花书房书架书橱里的书籍，皆来

自金宇澄和父母的藏书，读者可自由取

阅。旧瓷餐盘、祖母做“虾圆”的石

臼，都在搬去上海70年后重返故地。

1948年，金宇澄父亲在苏州买回一张

旧圆桌，1951年被祖母带到上海，金

宇澄正是在这张小圆桌上伏案完成了

《繁花》和《回望》。

书房里也展示了“繁花”IP衍生出

来的创作矩阵——和《繁花》有关的原

著、手稿、同名电视剧舞台剧海报、剧照、

手绘图等，还有纸边泛黄的家书、邮寄

单、首发杂志。在长篇小说《繁花》之后，

金宇澄在其非虚构作品《回望》里“回望”

父母往事。书中第二部分《黎里 ·维德 ·

黎里》就生动描绘了一位从故乡黎里走

出来的父亲。

老宅续写新故事赋能古镇文旅

开幕现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表示：“世界对

一个作家的要求，首先是从纸面上要写出

真正好的作品来。进一步的要求是，以作

品深刻嵌入我们记忆的作家，还应该在城

市或乡村，在大地空间上留下他明确的印

记。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

为了供我们记忆、怀想，确信这个地方或

空间有脉络、有文脉、也有文心。”

老宅续写着新故事。业内期待，未来

繁花书房将成为聚集文学、艺术交流的平

台，为黎里古镇赋能并注入新活力。同期

举行的“春到江南”系列主题沙龙活动上，

多位作家、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学者

等，共同探讨江南文化的历史底蕴与美学

命题。

“五一”假期古镇累计到访游客近  万人次

繁花书房绽放黎里古镇

一年一度的“上海优秀民营院团展演”已坚持举办了十

余年，众多优质原创剧目从这里起航，展演也见证了上海一

批民营院团的成长与转型。今天起至6月29日，第12届上

海市优秀民营院团展演将再度与观众相约天蟾逸夫舞台、

虹桥艺术中心、共舞台、城市剧院等申城多家剧场，共有14

家剧团的14部剧（节）目参演，其中包括9台大戏和1台小

戏专场，涵盖音乐剧、话剧、沪剧、昆曲、舞蹈、打击乐在内的

多品类演出将集中亮相，丰富沪上的演出图景。

舞台呈现多元与专业，上海故事成亮点

“今年的展演节目单，无论从创作题材、演出形式还是

舞台呈现，都可以用‘丰厚’二字形容。”上海市演出行业协

会总召集人韦芝对记者表示。据了解，今年展演的14台剧

目中，原创作品占比达到85%。上海民营院团主动承担起

更多社会责任，带来以往并不多见的城市叙事——现代人

剧社演出制作的《暖 ·光》是首部反映上海工人新村题材的

舞台剧，讲述贯穿于时代洪流之中的工人群体。上艺戏剧

社创作的《大江北望》则回溯上海600年前的“江浦合流”工

程，该剧填补了上海本土历史题材戏剧作品的空白。

经过12年的厚积薄发，舞台呈现愈发多元与专业，这

背后正是民营院团对剧本创作、表演阵容、舞台艺术处理全

方位的关注和提高。本届展演共接到了109个剧本申报，

经评委会几轮筛选和评审得到最终名单。评委们惊喜地发

现，今年申报的剧节目质量明显上升，从中可以洞见沪上民

营院团的整体繁荣，以及上海这座城市和展演平台给予的

包容与支持。

展演举办了12年，上海文慧沪剧团参加了12年。今

晚，文慧沪剧团的原创沪剧《黄宝妹》将作为本届展演开幕

大戏亮相，该剧以中国第一代劳模、“七一勋章”获得者、上

海纺织女工黄宝妹为创作原型，讲述了她一辈子为新中国

纺织事业奋斗的故事。演出前，今年93岁的黄宝妹将在一

堂特别的党课上，为观众亲自讲述她的人生历程。

上海勤苑沪剧团的《酒魂曲》尚未开演就已吸引到大

量沪剧戏迷的关注。明晚，这部原创沪剧《酒魂曲》就将

献演天蟾逸夫舞台，剧团当家人王勤担任剧中主角“赵彩

娥”，演绎一段守家园保秘笈的曲折故事。作为“上海的

声音”，沪剧团是上海民营剧团的重要力量，新东苑沪剧

团复排的经典沪剧《金绣娘》、新虹民乐沪剧团的《板桥

霜》也将相继亮相。新东苑沪剧团团长沈慧琴透露，《金

绣娘》是为纪念恩师诸惠琴而上演，虽是再演经典，但这

次特别邀请到交响乐队为剧目伴奏，来适应不同年龄层观

众的审美标准。

不断创新模式，民营院团折射演艺产业迭代

音乐剧是当下众多年轻观众观演的热门选项，浏览今

年的节目单，音乐剧《麦克白夫人》《沉默的真相》也赫然在

列。《麦克白夫人》是徐俊戏剧艺术中心又一部在“上海优秀

民营院团展演”登场的重磅之作。三年前，当《赵氏孤儿》被

粉丝们称作中国原创音乐剧“封神之作”“天花板”时，作为

导演的徐俊就充满信心地表示：“这只是开始。”根据莎士比

亚剧作所改编的《麦克白夫人》将以全新的国际班底“上海出品”创制模式，带给观

众别样的音乐剧体验。作品首轮开票即得到良好反响，将于5月9日起在1862时

尚艺术中心连演30场。

商业化运作如今已成为民营院团的常态，告别旧操作，民营院团们已经切换进

文商旅联动的全新模式。缪时文化的口碑悬疑作品《沉默的真相》已演出了数百

场，展演期间，该剧将再开14场演出回馈观众。在上海，剧场不是看演出的唯一场

所，商场、咖啡厅等皆是戏剧的发生之地。在展演中，也能观察到这股上海演艺市

场的热潮。不久前才入选2024年100家上海演艺新空间，开心麻花位于杨浦合生

汇的I空间将呈现青春喜剧《一墙之隔》，以Z世代喜爱的方式，轻松幽默地引出反

赌反诈的主题。

与此同时，荟萃多台小而精作品的“小戏/节目评选专场”将于6月25日在长江

剧场举办。届时，五家剧团将现场比艺——小韦伯剧团的话剧小戏《最后一把钥

匙》、青浦鹤音艺术团的沪剧小戏《回家》、健图剧社的折子戏《游园惊梦》、阳光舞蹈

团的舞蹈节目《梦蝶》以及鼓鼓文化的打击乐《和美》将同场亮相，展现上海民营院

团多维度的精彩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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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原创沪剧《黄宝妹》将作为本届展演开幕大戏亮相。 （演出方供图）

5月3日，上海轻音乐团在浦东美术馆不同区域上演四场“音乐快闪”。 （演出方供图）

上海作家金宇澄祖宅焕新，繁花书房向公众开放。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