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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时节，上海歌剧院的排练厅

内热火朝天——7月17日以来，来自

各国的艺术家顶着上海罕见的连续

高温天气，在这里排练中英合作的上

海版《蝴蝶夫人》。

今年是普契尼逝世100周年、《蝴

蝶夫人》首演120周年，上海歌剧院、

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联合制

作的歌剧《蝴蝶夫人》将于2024年8

月9日至11日上演，为上海大剧院

2024/25演出季拉开序幕。这是继

1999年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和2014

年普契尼歌剧《曼侬 ·莱斯科》中国首

演后，三方又一次在歌剧制作领域的

深度合作。

一晃十个月，梦想成为现实

“中英联合制作歌剧《蝴蝶夫人》

的上演，意义不凡。”上海大剧院总经

理张笑丁回忆，去年10月，她和英皇

歌剧院行政总监科迈克 · 西姆斯、上

海歌剧院院长许忠相聚伦敦科文特

花园，就三方联合制作歌剧《蝴蝶夫

人》商讨合作细节。“一晃十个月，我

们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蝴蝶夫人》是普契尼最受欢迎

的作品，也是当今世界歌剧舞台上演

出最频繁的剧目之一。1904年，《蝴

蝶夫人》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

其后历经五稿修订，终成不朽之作，

剧中女主角演唱的《晴朗的一天》，是

令无数观众落泪的经典咏叹调。《蝴

蝶夫人》在1905年首现伦敦科文特花

园舞台，此后，不同版本、风格各异的

《蝴蝶夫人》百花齐放，百余年来位列

英皇歌剧院常演剧目行列，在其演出

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次英皇歌剧院与上海歌剧院、

上海大剧院合作上演的版本是在

2023年全新制作的，对剧中人物的动

作、造型、妆容等细节作出了符合史

实的调整，整体舞台呈现也体现了欧

洲歌剧近年来流行的简洁风格，让观

众更专注于音乐和人声表演所传递

的情感。迈克 · 西姆斯透露，这个版

本在伦敦首轮演出后即风靡全英，伦

敦版接到全球各地邀约，不久前还在

欧洲演出。为了中英合作的上海版，

伦敦版的执行导演、舞美设计和道具

师亲赴上海，相当于把科文特花园的

舞台一比一复刻于上海大剧院。迈克 ·西姆斯

说：“中英双方联合制作的方式，省却在亚欧之间

长途运输舞美布景和道具，并且上海出品的这部

《蝴蝶夫人》，将成为这个版本的亚洲巡演版。”

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尊重，英皇歌剧院在

2023年复排前，用了一整年咨询相关学者和亚

裔人士，聘请了包括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日

本现代史讲师里奈铃木博士在内的一批东方

学学者和专家对演出的舞台背景、人物动作及

化妆造型作出严谨调整，希望淡化这部作品曾

经的时代局限和东方主义的烙印，使东方女性

和东方文化挣脱于西方男性的凝视，努力表现

音乐的真实精神，使作品在情感上更加厚重。

开启中英歌剧文化交融新篇章

参演人员中，合唱指挥马丁 ·怀特

是第四次和上海歌剧院合作；声乐指

导亚历山德罗 ·阿莫雷蒂毕业于意大

利卢卡音乐学院，而卢卡正是普契尼

的故乡；女主演费德丽卡 ·维塔利的职

业生涯始于扮演《蝴蝶夫人》女主角巧

巧桑，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是她第一次

在欧洲以外扮演这个对她有着特殊意

义的角色；扮演男二号夏普莱斯的克

里斯蒂安 ·费德里奇认为，在酷暑天的

排练中，他感到这个合作剧组是个充

满激情的团队，剧组成员的热情不亚

于此时的气温。出演男主角平克尔顿

的郭子照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在上海

音乐学院就读时，“抱着歌剧总谱去上

海歌剧院旁观排练”。如今他故地重

游，和全世界的同行在这里排演《蝴蝶

夫人》，他说，这就像回家一样亲切。

“近年来，上海歌剧院通过国际

联合制作，与全球优秀歌剧机构、团

队及艺术家深度合作，了解新的艺

术理念、舞台技术与新生艺术家，高

效提升自身艺术修养。”作为这一版

《蝴蝶夫人》的总制作，上海歌剧院副

院长黄景誉表示，上海歌剧院打开国

际视野，对标国际一流歌剧院，不断

拓宽着剧目创作路径，历年来的《阿

依达》《图兰朵》《纳布科》《军中女郎》

《法尔斯塔夫》《波西米亚人》《漂泊

的荷兰人》，以及去年与德国巴伐利

亚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罗恩格

林》，都是国际交流合作的成果。

这其中诸多出色剧目的制作，由

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携手完成，

见证了全球优秀歌剧资源合作。上海

大剧院多年来坚持以歌剧开幕作为演

出季特色，1999年，上海大剧院联合上

海歌剧院，首度与英皇歌剧院展开合

作，共同上演了威尔第歌剧《茶花女》，

迈克 ·西姆斯对此记忆犹新。2014年，

三方再度联合打造现代版歌剧《曼侬 ·

莱斯科》，开启了这部普契尼歌剧的中

国首演。

自《曼侬 ·莱斯科》后，上海歌剧院

与英皇歌剧院展开了多方位的深度合

作，包括：与英皇推荐的新锐导演成功

排演备受好评的《法尔斯塔夫》，也推

荐剧院优秀青年艺术家们赴英皇参与

人才培养计划。“十年后的再度携手，

我们让英方看到了更全面的歌剧团

队、更精湛的艺术水准、更专业的制作

能力。”许忠回望过去十年的中英合

作，认为中方越来越在交流合作中展

现文化自信：“中国歌剧市场欣欣向荣，多年来

的音乐教育与市场培养颇有成效，愿意走进剧

场、感受现场，甚至抱着总谱欣赏演出的‘懂经’

歌剧发烧友越来越多。正是如此繁荣的歌剧市

场与乐观的歌剧前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

优秀歌剧资源流向中国。”

上海从做强“码头”到激活“源头”，再到勇

立“潮头”，以海纳百川、丰富多元的演艺生态，

构筑城市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这让上海成

为世界知名歌剧院与艺术家们梦想的歌剧舞

台。这部联合制作的《蝴蝶夫人》开启了新篇

章，促成中英歌剧人才的交流学习，是舞台优质

演艺资源全球共享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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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2023年上半年，我国的互

联网外卖用户规模已超5.3

亿人，其中单一平台的注册

骑手就高达800万人。外卖

员俨然是你我身边最熟悉的

陌生人，而我们，是否认真了

解过他们的日常、倾听他们

的心声？

明天，徐峥导演新作、讲述外卖骑手生活

的电影《逆行人生》将正式公映。故事里的主

角叫高志垒，曾就职于互联网大厂，奈何一夕

之间被企业“优化”，当生活的重担真正降临，

他再就业送外卖，在城市中奔波，一步步重建

生活的信心。

此前，新片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点映时，

被先睹为快的观众评价是“今年暑期档最贴近

现实的一部作品”。在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看来，这份

现实主义情怀不仅反映在电影的取景框始终聚

焦生活、对准平凡的劳动者，可能还体现在由

“外卖图鉴”观照到了每个与生活过招的普通人

的愁与盼，“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多一分理解和善

意的桥梁”。

主创也把这份“向上”的情感企盼放进彩

蛋。片尾字幕，剧组走访过的骑手名字缓缓涌

上，大银幕左侧滚动着的则是短视频里的骑手

日常：风雨无阻有之，争分夺秒有之，他们中有

人需要与生活的难题硬刚，但也有人会在闲情

偶得时跳跳舞、弹弹琴。无论何种情绪，都是外

卖员的日复一日；无论如何，倘若观众走出影院

时能给努力生活的彼此一个好评，那便是《逆行

人生》作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份价值。

细节里雕琢外卖员的生活点滴

剧本创作前，主创团队走进上海全部16个

区，寻访了上千名外卖员。编剧何可可与徐峥

目的很明确，虽说许多外卖员与顾客有过“一面

之缘”，但从接单那刻直至来到我们面前，这群

赶时间的人走过怎样的路、等过几盏红灯，许多

细节是点餐的人未必熟悉的。主创想从尽可能

丰富的样本里提炼出外卖员生活的真实细节，

细节总是故事的血肉。

扎实的走访融入《逆行人生》里，成了高

志垒初入外卖“新手村”的重重阻碍：新老城

区各有复杂的数字迷宫，毫无规律可循的门牌

序列；楼宇、学校、医院、商场，导航虽能定

位，却不会指引怎样走通“最后一公里”“最

后一扇门”；即便是餐厅一端，出餐的时间长

短可能也有人情世故的讲究；如果不幸遇上顾

客填错地址、或是被投诉被取消订单，情绪的

崩溃可能就在一瞬间……但为了家庭，高志垒

不愿也不能放弃。咬咬牙，他用不停歇的奔波

给自己的骑手升级路“打补丁”，向站点的同

事前辈们请教门道。

“新手村”的层层挑战里，有网友读出职业

平等、“行行出状元”的生活哲学，也有人从高志

垒身边不同“段位”的外卖同行身上，看到了自

己人生某个阶段的影子。“大黑”经验丰富，每月

稳坐站点“单王”，可他依然不断精进自我，随身

携带武林秘笈般的小本子，随手记下能更快更

好送达外卖的路线和技巧。“老抠”堪称省钱大

师，表面缝缝补补送着一单又一单，直到谜底揭

晓时，才懂何谓“我待生活如初见”。仇晓敏是

女骑手，治愈系的笑容和风雨里跑单的“稳准

快”，在她身上并不相悖。

一如网友所写：“影片对我们熟悉又陌生的

职业既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也没有隔靴搔痒

的赞美，它平视又真诚。正因此，普通人生活的

酸甜苦辣让人看得揪心，为了拼一个好日子，致

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我们。”

节奏里制造喜
与泪的共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飞

驰的外卖骑手是与时间抢

时间的人。“节奏就是叙

事。”刘海波说，《逆行人

生》 的故事是接地气的，

但行云流水的节奏感无疑

是电影属性的。

影片一开场就是一段快节奏的“家庭晨起

流水线”。全职的妻子、升学在即的女儿、开

着小超市的父母，他们是高志垒的情感后盾，

也是一生的责任。但就是在这个忙碌通勤的上

午，他被大厂裁员，45岁的程序员一度想要劳

动仲裁争取权益，哪料房贷欠缴、父亲中风，

生活的重拳一击连着一击，他不得已接受公司

的不合理方案，同时开启骑手人生。15分钟

时间，主人公的生活剧变，极致节奏瞬间抓

人入戏。

骑手工作的升级路开启。徐峥借用游戏的

设定给外卖员们分“王者”“青铜”等段位，又用

凌厉快速的运动镜头拍争分夺秒的送单日常。

大黑之所以能成“单王”，剪辑从地下停车场到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顶端只需一瞬；站长之所

以能带领全站蝉联商圈第一，镜头飞过的他的

从业经历里写有答案。和骑手的日常一样，电

影很“快”、很“赶”，不时响起系统的催促声。尤

其尾声，争夺“单王”的决战被作为影片高潮出

现，如动作类型片一般的交叉剪辑里，被困在时

间里的，又何止是故事里的骑手……从喜感连

连的对话，到风驰电掣的转场，徐峥用娴熟的类

型片技巧调动观众的情绪，观众也得以在丰沛

的信息量中获取喜与泪的共情。

在影评人看来，“这绝不是一部简单的‘新

手村’逆袭‘单王’的爽片，而是有更坚韧也更温

暖的表达”。比如妻子对再就业的丈夫说：“以

前我觉得房子是咱们的底线，但现在我知道，这

个家才是咱们的底线。”比如进阶过程中，善良

的老高借所学专长开发出小程序，助己也利他，

连向来不让“武功秘笈”外泄的大黑也助他一臂

之力。又好比故事落幕，片尾曲用了回春丹乐

队的《鲜花》，歌里唱道：“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在

的地方/永远开满了鲜花。”

电影不会有生活的“百忧解”，但它或许会

让人在抽离故事后给生活中的彼此一个好评。

上海出品影片《逆行人生》明起公映，聚焦外卖员但又不止于这一群体

给努力生活的彼此一个好评

立秋当天，上海大剧院正式公布2024/25

演出季。71台共计514场中外演出将陆续登

场，秉承“国际性、艺术性、经典性、原创性”的

定位，以“名家、名团、名作”为特色，这些剧目

多由大师名家领衔，首演新制居多。新演出季

的主题是“AI剧场式”，AI既取“ArtificialIntel 

ligence（人 工 智 能）”的 原 意 ，同 时 衍 生 出

“Art&I”，即“艺术与我”，又与“爱”字谐音，一词

多义，从舞台艺术出发，思考艺术与科技、艺术

与个体、艺术与生命情感的关系。

“上海首演”“中国首演”相继登场

上海大剧院的惯例是以一台顶尖水准的

歌剧开启新演出季，这一季的开幕演出是上海

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和上海大剧院联合制

作的歌剧《蝴蝶夫人》。8月9日—11日，指挥

家许忠执棒，携手多位中外歌唱家呈现普契尼

的经典名作，在纪念普契尼逝世100周年的特

殊年份，阔别上海舞台60年的全景版《蝴蝶夫

人》亮相，意义不凡。英皇歌剧院与上海大剧

院几度合作，已被视为“大剧院的老朋友”，《蝴

蝶夫人》之后，更多大剧院的“旧友新朋”将陆

续亮相：

20年前，《剧院魅影》在上海大剧院连演百

场，开启了中国的音乐剧市场。这个8月，伦敦

西区原版《剧院魅影》回归上海大剧院，从8月

27日起连演58场，再现从1986年常演长红至

今的经典版本。

10月，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

团将以200余人的庞大阵容来沪，呈上舞团此

次中国行的唯一一站演出。两台演出中，芭

蕾舞剧 《斯巴达克斯》 被誉为新古典主义的

传世之作，此次演出是该剧的上海首演；另

一场芭蕾精粹全景展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

团自1773年诞生以来的保留剧目，包括《天

鹅湖》《堂 · 吉诃德》《睡美人》《罗密欧与朱

丽叶》 的华彩舞段。11月14日—15日，“影

响了20世纪芭蕾艺术史”的蒙特卡洛芭蕾舞

团将第四次做客上海大剧院，由当代编舞

“鬼才”让-克里斯托弗 · 马约带领，足尖呈

现莎剧《驯悍记》，完成该剧中国首演。

今年底，作为中法建交60周年特别节目，

上海大剧院两场新年音乐会将邀请来自巴黎

爱乐大厅、巴黎管弦乐团近20位首席演奏家，

呈现法国浪漫主义歌剧代表作 《罗密欧与朱

丽叶》（半舞台版），以及19世纪中期至20世

纪初期德法浪漫主义轻歌剧集锦音乐会。之

后，明年1月5日，钢琴家郎朗重返这个熟悉

的舞台，以一场独奏会与申城爱乐者重温指

尖浪漫。

以深邃的音色、精准的技巧和丰富的情感

表达闻名声乐界的男高音乔纳斯 ·考夫曼确定

将在明年3月来沪，三个月后，墨西哥音乐家罗

兰多 ·维拉宗将呈现丰富多样的《拉丁小夜曲》

音乐会，这意味着继男高音胡安 ·迭戈 ·弗洛雷

兹到访后，上海大剧院集齐“新三大男高音”大

满贯。

呈现艺术之美的最大公约数

上海大剧院的新演出季以“AI剧场式”

为主题，希望与观众探讨：面对人工智能和

数字化生存，剧场存续的价值是什么？剧目

板块划分突破传统思路，“聚焦公约数”“经

纬360?”“江河点线面”“未来无向量”“24格

镜像”五大主题，让经典与先锋相遇，东方

与西方交汇。

“聚焦公约数”集结经典作品与名家名团，

呈现艺术之美的最大公约数。“经纬360?”网罗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作品，展现国际艺

术多面风貌。“江河点线面”聚焦中国民族精神

与中华美学的表达，其中包括：10月31日—11

月2日，杨丽萍导演、谭盾担任音乐总监的舞台

剧《荆楚映象》迎来上海首演，该剧以屈原为主

线人物，“复活”上古的楚文化；明年7月，根据

茹志鹃同名小说改编，由作家王安忆担任编

剧，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将绽

放上海大剧院舞台，展现战争年代别具一格的

人性美与人情美。“未来无向量”展示年轻艺术

家的潜力，上海大剧院“一个人的古典”系列持

续上新，00后钢琴家郭紫尧、肖邦国际钢琴大

赛季军刘珒、梅纽因国际小提琴大赛季军谭允

静依次登场。“24格镜像”则聚焦由影视、文学

IP转化而来的舞台作品。

AI时代，数字介入艺术，舞台呈现求变出

新，上海大剧院新演出季的节目试图传递给观

众这样的信念：与科技结合的艺术在焕然一新

的质感之下，保持着对美、对情感的追求，即便

被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赛博现场包围着，剧

场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激活人们想象和感知

的特殊空间，剧场也因此重新定义着AI。

  台   场中外演出将亮相上海大剧院新演出季，
思考艺术与科技、个体、生命情感的关系

在剧场重新定义  

徐峥导演新

作《逆行人生》讲

述外卖骑手的故

事，主角高志垒

曾就职于互联网

大厂，奈何一夕

之间被企业“优

化”，当生活的重

担真正降临，他

再就业送外卖，

在城市中奔波，

一步步重建生活

的信心。

▼11月 14日 —15

日，蒙特卡洛芭蕾舞团将

由当代编舞“鬼才”让-克

里斯托弗 · 马约带领，足

尖呈现莎剧《驯悍记》，完

成该剧中国首演。

▲8月9日—11日，指挥家许忠将

携手多位中外歌唱家呈现普契尼的经

典名作《蝴蝶夫人》。 （均演出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