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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上接第一版)在“驻场”演艺模式的这条路

上，1862时尚艺术中心已探索了许久，相

继推出过 《深渊》《法医秦明》《孤独的美

食家之爱之匙》 等多个演出项目。“1862

时尚艺术中心坐落在船厂这处工业遗存改

建的新空间中，本身就是一处景点。持续

性的演艺内容与之相辅相成，互相助推。”

李艳给出一组直观的数据——以1862时尚

艺术中心每年吸引近6万人次观众为例，

每位观众的到来为周边的交通、餐饮、文

化、娱乐机构带去人均约百元的消费；而

每一场商业活动的举办，为周边商户带去

供餐、住宿、交通等方面的平均消费超十

万元，保守估计每年为周边区域带去了千

万元以上的经济辐射。

大剧场的仪式感和新空间的
氛围感

“反转无限”“粉丝狂喜”“不得不

冲”……去年年底，《9号秘事》在上海大剧

院五楼开启驻演。彼时，该剧的联合出品

人、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就表示，希望

结合优质戏剧与开创性的演艺新空间，激发

文旅消费新需求，同时进一步擦亮上海大剧

院这张城市文化名片。作为英国同名剧集全

球首个线下演出版本，《9号秘事》的评分

始终维持在9.0以上，160场演出场均上座

率高达90%，俨然已是上海大剧院的又一

“代表作”。

“没有哪个位子是最好的，就像人生一

样有好有坏。”就像剧中的台词一样，《9号

秘事》 着重打造“物理空间上的沉浸感”。

限定56个席位，衣柜、电话亭都可以是观

演之所。在“9号空间”，座位不再仅仅是

座位，更代表着具有指向性的不同的视角，

观众除了能完全沉浸于体验，也得以与故事

本身实现思想感情的共振。

与上海大剧院一样寻求多元化“突围”

的专业剧场还有FANCL艺术中心 · 艺海剧

院。上周起，开心麻花招牌喜剧之一《窗前

不止明月光》在艺海首发环境式剧场版本，

并将连演半个月。《窗前不止明月光》改编

自奥利弗最佳喜剧奖、喜剧大师雷库尼结构

喜剧的巅峰之作《OutofOrder》，观众可以

以更近的距离，为这个“大型谎言连环套”

捧腹。

刚过去的周末，《疯狂理发店》在瑞虹

天地月亮湾迎来第800场演出。如今，市民

和游客在商场逛街“偶遇”开心麻花已经不

是一件新鲜事。北外滩来福士广场、五角场

合生汇……开心麻花一众演艺新空间在这些

商业综合体落地并长期驻演，致力于把戏剧

融入日常生活。从开心麻花统计的数据可以

看到，18-35岁的“时髦玩家”是演艺新空

间的主要消费人群，他们爱玩爱新潮，愿意

为体验付费。上海开心麻花总经理费溢群谈

到，希望将新空间打造成“一个不经意便走

进的文化娱乐空间”。如今，观众看戏可以

正襟危坐，也可以戴上五颜六色的假发片和

演员“抬杠”。

街头、小剧场、新空间，这些场域自带

的氛围感，正与大剧场的仪式感，共同构筑

起申城演艺的多维景观。

街区     为沉浸式演出“热力”升级

“百练不如一演，我敢演应该就

有人敢看。”梅派名家史依弘说道。

今年是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梅葆

玖诞辰90周年，上海宛平剧院携手

史依弘和上海京剧院多位优秀青年

武生与花脸，以及来自天津京剧院、

大连京剧院的名家，推出“依依向

梅”专场系列演出。7月22日—28

日，11台文武并重的戏码将连演7

天，带给观众为期一周的京剧盛

宴。日前，史依弘与王玺龙、陈麟、

徐朝皝、赵宏运、徐朝嬴率先在宛平

剧院戏 ·聚空间与戏迷见面。

“连演7天需要旺盛的体力和

精力，全本剧和折子戏的排列节奏

非常讲究，会让观众有不同的观演

体验。”系列演出中，不仅有梅派大

戏《凤还巢》《霸王别姬》、史依弘的

梅派开蒙戏《玉堂春》，还有许久未

演的《宇宙锋》。此外，史依弘恢复

了梅兰芳最早的裕群社版本《游园

惊梦》，还将与老搭档李军共同出演

《汾河湾》。武戏则囊括了《四平山》

《战冀州》《钟馗嫁妹》《八大锤》。

接到来自剧院的邀请，史依弘

不是没有过犹豫。“我曾经会疑

惑，当年老艺术家排完一出戏，一

贴就是10场、20场，演出过半后

出现观众越来越少的情况，是什么

让他们坚持了下来。”但在连演19

场《白蛇传》及《扈三娘与王英》

与《杨门女将》后，史依弘有了切

身的体会，“连续不停地演出，让

我更能具体地找到需要改进的地

方，更有针对性的调整也让戏变得

更加精彩。十几场磨砺下来，这出

戏就拿住了”。

梨园有互相帮衬的传统。此次系列演出，史依弘特别邀请

一众青年演员登台。王玺龙将与史依弘首度合作 《霸王别

姬》，饰演前半场的项羽；陈麟披挂武生传统戏《战冀州》；在

今年春晚上有过精彩亮相的徐朝皝、徐朝嬴俩兄弟将带来《四

平山》；赵宏运扮演《八大锤》里的英姿少年陆文龙。七天的

演出主打热火朝天，如何搭配剧目也有不少学问。“我演旦角

戏，前边是武生戏，又热闹，观众也爱看。”史依弘表示。《战

冀州》与《宇宙锋》一动一静，《钟馗嫁妹》与《游园惊梦》

则将组成一台“昆曲场”演出。

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依依向梅”专场系列将是一次集

演出、互动、普及、推广于一体的戏曲盛会。宛平剧院“大宛

集”美育品牌热门项目“戏曲梳妆台”将聚焦《四平山》中的

“小孩大将”李元霸，观众们可以现场沉浸式体验京剧服饰、

道具、妆造过程；“响排进行时”邀请戏迷走进演员排练现

场；“跟角儿来合拍”则能与史依弘和主演们一起云对唱。丰

富的形式提升新老戏迷的体验感与参与感，带来更深入、全面

的京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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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卫中）近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民乐一厂”）位于河南兰考的新厂区正式投产，标志

着“敦煌”乐器品牌发展迈入新阶段。新厂区的投产不仅为兰考

县带来了经济活力，助力兰考民族乐器产业迈向更高发展阶段，

也为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种下无限希望与未来。

据了解，新厂区占地面积达50余亩，配备先进的自动化

生产线，包括琵琶、扬琴、阮咸等民族乐器的生产。作为上海

民乐一厂全资子公司河南韶颂乐器有限公司的新基地，新厂区

以行业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发展导向，通过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优化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满足消费

者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日前举行的投产仪式上，上海民乐一厂与中国音乐学院、

兰考技师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旨在促进音乐院校与乐

器制造企业之间的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社会服务与科技创

新，共同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此外，上海民乐

一厂与兰考技师学院达成合作意向，将共同建设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为社会、行业、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

型技能人才。

有专家认为，上海民乐一厂在兰考新厂区的投产，彰显了

产业发展的深度、区域经济发展的维度。新厂不仅提升了工业

自动化水平，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更通过自主研发与联合研

发，引入了五轴加工中心、数控加工中心、古筝自动喷漆机械

手等先进生产设备，以及催化燃烧处理器、除尘系统等环保设

备，有效提升了新厂区的环保等级，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

生产率，控制了产品质量。

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发展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和音乐文

化，上海民乐一厂在新厂区内特别设立了国乐艺术馆。艺术馆

集展示、演艺、研学、教育于一体，以艺术美育赋能人文精神

建设，致力于成为地标性的国乐文化传播基地。艺术馆展出了

近200款代表当代高工艺、高技术、高水准的民族乐器，让参

观者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感触“美美与共”的多彩。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民乐一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在兰考县投资建厂，更带来了上海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为兰考民族乐器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人才和技术基础。上海民乐一厂负责人表示，这次合作对促进

双方优势资源联合互补、共同释放产业合作机遇、助力推动沪

豫两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厂房的投产运

营，引入了更加多元的产品品类，将进一步助力兰考“中国民

族乐器之乡”建设，让非遗技术传承长效深入推进，让上海民

族乐器制作技艺助力兰考乡村振兴走上新台阶。

上海品牌助力兰考民族乐器产业升级

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以近5亿元票

房位居今年暑期档前列，同名书籍依旧畅

销。有观众赞美电影治愈，怀念“那个会因

这本书而哭的青春”；也有观众认为剧情松

散悬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硕导虞晓

认为：“现实主义的题材属性和‘不惹尘埃’

的叙事笔触之间的抵牾，让这部电影成为

一场返乡的‘童话’。”

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影像史中，返乡寻

求慰藉，这一冲动久有脉络。而当下“返

乡”风正热，张嘉佳带着他的云边镇重新走

进人们视野，在电影下沉市场和短视频平

台频频发力，也由此引发讨论：“返乡”之路

在云边还是在心间？

“电子云上故乡”之美，城乡
叙事的模糊

刘十三的云边镇，成为网友的“电子云

上故乡”，更是吸引众多旅人奔赴打卡地。

原著中勾勒着这里的地图，“午后艳阳照进

小卖部，院门半开”“从莺莺小卖部出发，经

过理发店、澡堂、小白楼，再左拐，河沿石板

路走一段，电影院旁边就是罗老师租的房

子”等，而电影更是对此地做了详尽展示。

总制片人张宇介绍：“用半年时间走过中国

很多村镇，最后选择在宁波奉化的西畈村

拍摄。顺着山路向上走，就能看到我们盖

的小卖部，同名电视剧也会在这里拍摄。”

从天台俯瞰整个小镇，导演张嘉佳认为：

“你能看到云，看到山，看到烟火人家，看到

炊烟袅袅，这里是梦想和记忆相互重叠的

地方。”

电影中有这样一幕：夜深人静的城市，

刘十三回到出租屋中，门窗被一辆来自故

乡的绿皮火车突然冲破，强烈的思乡之情

骤至，故乡也因他乡而更加真实。影评人

张阅认为，这部电影至少“让喃喃自语的个

体，看到了自己真实而平凡的镜像”。

然而，电影对于“家”的定义过为迫切，

试图通过反复而直接的言说构筑“家”的概

念，一如“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可电影

实际呈现的人物过往，并不足以佐证如此

强烈的乡情，刘十三像是观察者，而非亲历

者。电影还借其他人物直接提点乡情，女

友牡丹曾问刘十三：“你这么喜欢这家店，

是像你老家吗？”读心术式的表达只是搭建

出“家”的空壳。

豆瓣网友发问：“这部影片想探讨的故

乡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不能仅

靠美景空镜堆砌。”虞晓认为，这部电影“没

有构建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乡’”。云边

镇既是刘十三的“故乡”，又是自然属性下

的“乡村”。对很多人来说，城市与乡村，他

乡与故乡，是两对相辅相成但并不重叠的

概念。电影描绘的乡野之趣尽显故乡美

意，但无法全然代表乡村，而城市与乡村的

复杂性在电影中一并简化。其整体叙事似

乎陷入城乡二元对立的泥沼——城市暗示

成功，乡村意味失败，慕强又仇强、造神又

毁神的气息迎面而来。影评人金宇注意到

影片结尾的“重头戏”，即外婆开三轮车将

刘十三从城市接回，并不遥远的距离此前

多少被夸大，而这样的乡情不免有些虚伪，

或者说居高临下了。

难以言说的“真情意”，难以
信服的“返乡”之路

返乡后，刘十三与程霜再次相遇，他们

与外婆、流浪女孩球球临时组成了“一家四

口”。小卖部天台上的躺椅，也从起初的两

把，变作四把。“这都是程霜的功劳。”张嘉

佳认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误会这是一部青

春爱情片，其实这部作品承载了我对故乡

和亲人很深沉的爱，她们也许没有跌宕起

伏的命运，却可以教会一个人如何重新定

义幸福。”

借着返乡，云边镇中人的多重情感关

系也以群像的方式展开。诚然，没有完美

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关系，但影片对于“真

情意”的理解显然充满矛盾，刻意制造反差

与距离，再消除它们。虞晓提示道：“这种

创作方式导致的情感虚浮和结构混乱，让

云边镇成了一锅难辨滋味的‘乱炖’。”例如

不良少年牛大田追求清秀的银行职员秦小

贞，尾随其上下班，放火烧掉自己的非法烟

火仓库向其父母表忠心，多年后以“一无所

有”呼应小贞的面部毁容，并笑着说“真

酷”。如此种种，人们以伤害、损耗甚至牺

牲的方式去爱，再加上被观众们笑称为“东

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电影剪辑方式，实在难

以抵达“真情意”的内核。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冯梦瑶认为，“刘十

三与小镇群像的关系是割裂的，他们并未

深层介入到彼此的生活中，观众也难以跟刘

十三一起完成心路历程的成长。我们需要

明晰，返乡的真正价值是什么。”故乡可以是

宝贵的、治愈的，但过多的“捆绑”近乎滥

情。刘十三因思念去世的外婆而喊出“你要

是不出来，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殊不知，身

体的切近固然要紧，但精神返乡在当下更为

重要。返乡之后呢？如果刘十三不是为了

打赢卖保险的赌注，不是为了空间上的重新

出发，而是感受自我存在的意义，返归自

在，这次“返乡”之路才更加值得。

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热映暑期档引发讨论

“返乡”之路在云边还是在心间？

昨晚，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舞者娜塔

莉亚 ·奥希波娃的独舞舞蹈剧场《趾尖》在上

海大剧院收官。7月11日至14日，这名被

誉为“21世纪芭蕾代言人”的舞者首度亮相

上海，带来芭蕾精粹《天生我狂》与《趾尖》两

套舞码的中国内地首演。

《趾尖》以双线交织的叙事线，将上世纪

30年代芭蕾名伶奥丽嘉 ·斯帕丝维切娃的

悲剧故事与编舞师梅丽尔 ·坦卡德自身的经

历相融合，以对称的形式呈现喜剧元素与悲

剧主题，是一部为饱受折磨的芭蕾舞者所作

的颂歌。奥丽嘉，这位对后世所有“吉赛尔”

树立了近乎完美的标准的舞者，曾专门赴精

神病院观察病人，而自己也从1934年澳洲

巡演期间开始深陷精神崩溃的折磨，并在

精神病院度过了23年的时光。梅丽尔认

为，“我越是了解奥丽嘉的故事，就越痴迷

于她，与我一起在芭蕾舞团工作的舞者，

也在瘦身、控制饮食、腿部过度运动中感

到疯狂，我要讲述的是芭蕾舞者的故事。”

从1988年世博会到2019年重新编创，《趾

尖》 的接力棒从梅丽尔转到奥希波娃手

中，梅丽尔说，“新版本中加入了奥希波娃

少时的影像，以及睡觉时把腿绑在床柱上

等生活细节。她在舞台上有着令人难以置

信的脆弱一面，同时也有着惊人的力量和

坚强。你知道的，从心灵流淌出来的东西

最诚实。”

此前，钢琴家王羽佳在一次访谈中提

到，“仔细想想，古典其实距离当代并不遥

远”，而《趾尖》便是如此——多位女性舞者

的演绎与传递，不断叠加的“自传”，芭蕾艺

术的整体性与舞者丰盈的个人性得以共存。

此前，率先上演的《天生我狂》，以《吉赛

尔》第二幕双人舞片段作为开场。梅丽尔认

为，第二幕融合技巧、叙事等多种元素，第

一幕中含恨而死的少女鬼魂也变得更为生

动复杂。而吉赛尔作为奥希波娃最受欢迎

的古典芭蕾角色之一，从21岁在莫斯科大

剧院的首演至今，奥希波娃始终“以一种

非传统的方式来跳这出戏。我想我的老师

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但我有一种内在的

自信，源自我与角色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

我平静且坚定地确信她本该如此”。奥希波

娃说：“《吉赛尔》的第二幕离我如此之近，好

像我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吉赛尔就是我，我

天生如此。”

此外，《天生我狂》还呈现了一系列精彩

的现代舞作品，由奥希波娃与男友杰森 ·基

特尔贝格共同编创的现代舞作品《灰烬》于

中国内地首次演出，该作品受到表现主义画

家爱德华 · 蒙克的画作《灰烬》启发，讲

述了失去曾经珍视之物的失落感。此外，

《遗留》《回到巴赫》《圣女贞德》《五首勃

拉姆斯圆舞曲—邓肯风格》《擦肩而过》等

作品也由奥希波娃携手杰森 · 基特尔贝

格、荷兰国家芭蕾舞团首席舞者乔治 · 波

茨基什维利、舞者约瑟夫 · 库德拉等人共

同演绎。舞者安娜认为，“我们在上海的舞

台上得到了全部的释放”。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日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谈到，对于上海的演出市场和很多

观众来讲，“芭蕾”是2024年上半年的观演

热词，“奥希波娃和各位舞者为上海演出特

别定制的舞码，尤其让本地‘懂经’的舞迷品

味到更丰富的舞蹈魅力”。

芭蕾巨星奥希波娃首度亮相上海，《天生我狂》《趾尖》中国内地首演完美收官

“吉赛尔就是我，我天生如此”

■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娜塔莉亚 ·奥希波娃日前在沪带来芭蕾精粹《天生我狂》与《趾尖》两套舞码。图为《趾尖》剧照。 （演出方供图）

梅 派 青 衣

史依弘（右）本

月下旬将在宛

平 剧 院 连 演 7

天，带来《凤还

巢》《霸王别姬》

在内的多台精

彩演出。图为

《凤还巢》剧照。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