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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晓芳 姜方

从烈日盛夏到秋意渐浓，刚刚迎来38岁生

日的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于日前在上

海大剧院挥别申城观众，继续踏上巡演之路。上

海站59场演出实现100%上座率，创下8000万票

房，97031人次观众入场观剧，持续领跑中国音

乐剧市场。 两代英文“魅影”主演与中文版

“魅影”，还有大批新老剧迷，在台前幕后“难说

再见”，只因《剧院魅影》在上海留下太多珍贵

记忆。

与上海有着整整20年渊源的《剧院魅影》，

见证着中国音乐剧市场从起步到日臻成熟，也陪

伴了数代国内音乐剧观众的成长。首演当晚，两

代“小C”玛妮 · 拉布和格雷丝 · 罗伯茨携手唱

响“想起我 （thinkofme） ”，恍若时光倒流；

“熊叔”约翰 · 欧文-琼斯悄然现身后台，与“魅

影”乔纳森 · 洛斯莫夫同框；而中文版《剧院魅

影》的多位演员出现在观众席，签售会上观众队

伍里递来的二十年前的节目册则让玛妮 · 拉布感

动不已……“魅影”与上海这座城市不断上演的

故事，不仅映射出上海文化敢于弄潮的勇气，也

让世界看见上海这片文化沃土，吸引着全球标杆

性的演艺项目纷至沓来。而越来越多如“魅影

迷”这样高素养的观众，则让更多海外团队愿意

来、还想来、留下来。

“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照进现实

作为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文艺生活新方式，

音乐剧不仅是演出市场的“硬通货”，也是文旅

融合的新增“流量池”。

数据显示，上海站59场演出实现100%上

座率，部分增设加座场次也几近秒光。在观演

人群中，约有16%的观众选择“跨城观演”，其

中有1%的观众来自境外。“为一部剧奔赴一座

城”已逐渐照进现实。而《剧院魅影》的观众

黏性也让这一带动效应得到放大，通过现场问

卷调查，有94%的观众给出了4星以上的好

评，并有近5成的观众表示“会再次购票观

看”，进一步延长了观众在地消费的时长。问卷

调查还显示，近85%的观众有观看音乐剧的习

惯，为演出产品消费的平均票价超500元，每

季度都会观看演出的观众高达88%。这些数据

也再次印证音乐剧市场对撬动地方文旅消费的

强大作用。

在微博、小红书和抖音这些社交媒体上，

看“魅影”则成为外地游客打卡上海的一部

分，而剧中演员也都纷纷利用休息时间，随时

来一场“city不city”的城市微旅行，并在自己

的社交账号上与粉丝分享城中收获。比如玛

妮 · 拉布对豫园和静安寺记忆尤深，而格雷丝

则更偏爱外滩漫步的惬意，对美食情有独钟的

乔纳森学会了如何在手机上找寻人气餐厅……

现象级热剧正成为更多人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纽

带，走出灯火通明的大剧院，是夜上海的人声

鼎沸和永不落幕的烟火气，每个人都能在这里

定制自己的“狂欢夜”。

以“城”相约，全球好戏上海见

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告别上海之后，下

一站将转场苏州，继续为观众带去旷世经典的现

场震撼。而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打造的驻演品牌

“SEEYOUINSHANGHAI上海见！”中的首批

项目也将随之进入倒计时。

围绕都市演艺、文旅演艺、沉浸式演艺三

大模式，明年将有音乐剧《SIX》、沉浸式音乐

秀 《英雄联盟：双城之战》、音乐剧 《悲惨世

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等陆续登台。其中，

热门音乐剧《SIX》将成为美琪大戏院全新修缮

后的开幕大戏。

未来，“SEEYOUINSHANGHAI上海见！”

还将在全球范围内网罗具有驻演潜力的经典与

新作，促成这些热门剧目在上海完成“中国首

演”，或将上海作为中国大陆驻演“唯一一站”。

此外，SMG国际化驻演品牌IP还将致力于推广

文化消费新玩法、新主张、新业态，助力上海打造

“演艺大世界”，促进城市文商旅体展联动，让这

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让那些

独具韵味的海派故事被世界看见。

  场演出近  万人次观演，约有  %的观众选择“跨城观演”

难说再见！  年“魅影”在沪又破票房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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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

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写作真有所

谓秘诀的话，那就是把心交给读者。”质朴的

话语传递着诚挚的心声，他的作品让一代代读

者携着文学之光，不畏黑暗和风雨勇毅前行。

今年是巴金诞辰120周年，他的人生和文学创

作标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巴金

与时代，巴金与文学，巴金与读者为我们展开

了广阔的话题。作为一位文学家和社会活动

家，他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

多方面的贡献。

今年10月17日，巴老离开我们19年了，

他对世界深沉的爱与思索，他的文学始终紧贴

着祖国和人民，散发着光与热。本期与巴金研

究专家一起，重温巴金的作品与话语，让我们

在当下语境中体会文学的永恒魅力，他深入的

思想探索与真挚的文学情怀，为我们当下的文

学实践，提供了引导、经验与心灵滋养。

像北斗星照耀与春风化雨的润泽感

王雪瑛：巴金先生坦言，自己是五四运动
的产儿，从他创作的《家》《春》《秋》，《雾》

《雨》《电》，到《憩园》《寒夜》《随想录》等

重要作品，他的文学作品发时代之先声，关注

青年在历史变局中勇敢冲破桎梏的成长之路，

控诉、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探寻个体生命的

发展，民族面向光明的前路。他的文学创作从

社会状况和现实人生出发，立精神支柱、建精

神家园，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探寻中留下深刻

印记，请说说巴金文学创作的特色，文学语言

的魅力。

周立民：巴金先生是一位创作时间长、作
品丰富的作家，无论怎么概括他的创作特色都

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只能说以下几方面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位有信仰的作家，

他的作品充满着信念的力量，这些信念代表着

人类追求的价值；他的作品有着一种超越世俗

的特质，给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提升。巴金的创

作总能抓住时代的社会关注的焦点，并用自己

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

“反封建”，五十年代的“热情的赞歌”，新时

期的“讲真话”，从社会反响上看，他作品的

核心话题都引起强烈的社会共振，产生长久的

社会影响。巴金说，他写作如同生活，他倾注

了深深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这情感如同激流

冲刷着读者的心，也构成他作品强烈的抒情气

质和独特的语言魅力。他不是封闭型写作的作

家，他始终是以开放姿态与读者、与世界、与

时代交流，作品中有倾诉欲，也有“对话”

感，这些注定他的语言表达平白、自然、流畅

又有感染力。

陈思和：巴老在晚年克服严重疾病折磨，
亲手编辑出版了26卷的创作全集和10卷的翻

译全集，总字数在1500万字以上。这两套大书

可以反映巴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

的成就与贡献。巴老一直把创作看作他安身立

命之本，从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可以

感到他的丰富情感，看到他的认真思索。

王雪瑛：“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巴
老以持久不懈的写作为我们留下了有思想、有

温度、有魅力的文学作品。请说说他在你们心

中鲜活的形象。

陈思和：1982年，我与李辉第一次走进巴

金先生居住的武康路113号的客厅，他从楼上

慢慢走下来，步履沉重缓慢，但非常有力。那

天他在感冒，还发烧，其间有医生进来为他打

针，但他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两个年轻、冒昧去

打扰的大学生。我至今还记得内心的惶恐。后

来我留在复旦大学工作，因为研究巴金，我会

去他家请教，他常常坐在客厅靠近阳台的一张

小桌边……再后来，我只能到医院里去看望

他，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有点听不清他

的话，常常是小林做翻译……从1982年到2005

年，是巴金先生从78岁到101岁的晚年阶段，

而我则是从28岁到51岁的中年阶段，我的思

想、行为受到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巴金像

一颗北斗星远远地照耀着我，鼓励着我，直到

今天。

我与巴金先生的交往中，一般都是我提出

问题，有时是事先写信告知问题，或者是向他

汇报一些事情，然后他回答我。有些事让我印

象深刻，一次是他还在写 《随想录》 的过程

中，他告诉我，写作时，右手握笔，却颤抖

着，无法把字写到纸上，他心里着急，只得用

左手去推动右手，帮助右手一笔一画地写出字

来。他一边说，还一边做着动作，我想这时候

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巴金始终有一颗年轻

的心，内心也澎湃着青春的激情，但日益衰老的

身体却与他的心渐渐分离，不再听他的指挥，但

他在病榻上也不忘写作，直到完全无法工作。

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奋斗，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斗争，与阻碍社会进步的各种旧势力斗争，垂垂

老矣，还跟自己身上的疾病作斗争……这是一

个完美的人格，一个大写的人。

周立民：在学习巴老的作品和在巴金故居
的具体工作中，我有各种各样的感触：一方面

是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他的朴实无华的性格也会不断加深这种印象。

另一方面，在精神境界上，我又感到自己与巴

老的巨大差距，这差距还不是指那些惊天动地

的成就、贡献，仅从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和

接人待物上，比如，来家里做客的每一位客

人，他都要送到大门口，直到他实在走不动

了，这是他的待客之道。他令人感动和值得学

习的地方太多了，那么多日常生活中的“一件

小事”，巴老能够做到，我未能做到。对于理

想、信仰，我们想过如何将它们日常化、生活

化吗？巴金那一辈人中有很多就是将它们贯彻

在日常生活里，接人待物中，不喊口号，不唱

高调，埋头做事，让很神圣的事物不神秘，而

有一种春风化雨的润泽感。

王雪瑛：经典总能穿越历史的烟云，打动
不同时代读者的心灵。巴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留下了经典作品。作为巴金研究的专家，你们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重读过巴金的什么作品，有

什么特别的理解和感受？阅读和研究巴金的作

品，对你们的人生和文学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陈思和：我14岁左右，阅读了巴金的小说

《憩园》，从书里第一次读到了爱的力量，人性

的悲悯，关于同情和忏悔，还有我内心对父亲

的怀念。这些感受都是我后来才渐渐理解的，

当年就是一种原始的感动。1978年初，我考入

复旦大学中文系，就到图书馆把巴金的书都读

了，当时读的是《巴金文集》十四卷。后来与

李辉一起研究巴金，又重新阅读巴金著作的各

种初版本，还有许多没有编入文集的译作和单

篇文章。伴随我几十年成长道路的最重要的著

作是 《随想录》，这是一本与时代同步的书，

熔铸了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各种记忆

和人生体会，我想这种记忆在以后的岁月中，

会一再浮现于我的脑海。《随想录》不但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与时代同步，到现在仍然与时代

同在。

周立民：说到读巴老的作品，我的情况比
较特殊，因为我的工作和研究，可以说无时无

刻不在重读、反复读他的作品。早在我的少年

时代就读到了他的作品，上初三时，就读完大

部分的《随想录》，感受到他那颗火热的、坦

诚的心，在他的作品和世界中，我找到了自己

的心里话，存放了自己的情感。这是伴着我成

长、对我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书。特别是在高

中时期，学习的压力十分繁重，《随想录》成

为伴随着我的良师益友。《随想录》对我不是

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一部贮满了情感记忆的

书。而现在人到中年重读巴金先生的作品，带

给我的理性思考可能更强。比如近年来多次重

读《家》，除人物命运之外，我更关心巴金那

一代人所提出来的历史课题，今天我们该如何

继承五四精神遗产？读《随想录》，现实感触

就更深，比如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究竟需不需要

有认真的自我反省精神？这些课题不当作纯粹

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我们相关的人生问题

时，巴金作品的生命力就不难体会到了。

勉励帮助青年作家让文学生生不息

王雪瑛：“他用作家真诚的、热烈的心指
引读者走生活的道路。他从不向读者装腔作

势，讲空话、假话。在他的每篇作品中我都看

到作家的艺术的良心，他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

考验的。”巴金先生以鲁迅先生为榜样，勉励

当代作家真诚面对创作和读者。“把心交给读

者”“讲真话”也是他一生自勉和践行的核

心，他的言传身教引导着我们以真诚的态度，

真挚的情感投入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

周立民：《家》中的高觉新不是一个愚昧
无知的人，觉慧他们读过的《新青年》他都读

过，道理他也都懂，然而，每当面临抉择时，

他都是双手一摊，“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

这样做”。其实道理易懂，难的是当我们需要

作出抉择时，我们会不会站在鲁迅和巴金这一

边，站在他们给我们教育的这一边？巴老提出

“说真话”，他也要求自己做到“言行一致”。

所以，他的晚年是很吃力地在前行、探索，我

们今天要学习像他那样坚持、坚韧和坚强。

王雪瑛：巴金在文学创作中面向青年与时
代的题材，在文学事业中关照青年作家的成

长，他对青年写作寄予殷切希望，1986年第三

届全国青创会的致辞中，他表示“所谓划时代

的巨著也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来的，

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

成的”。巴老的思想和勉励对当代青年的写作

很有现实意义。

陈思和：巴金先生的早期著作，主要是为
青年读者所写的，他鼓励青年人打破各种制度

的束缚，追求理想和信仰，给了当时青年人巨

大的鼓舞力量。曾有统计，那时中学生中最受

欢迎的作家，第一是鲁迅，第二是巴金。现在

大半个世纪过去，巴金的经典作品需要我们去

做研究和传承，用各种方法让青年人接近和喜

欢经典。我前几年指导研究生，有一门研读

《随想录》的课程，就带领学生逐篇研读《随

想录》150篇文章。我坚持了好几轮，青年人

渐渐接近了巴金的人格和思想。这几年我指导

的学生中连续拿出了研究巴金的新成果：有两

位青年学者在我指导下编纂了《全球视野下的

巴金》，由英国著名出版社出版，在全球推广

发行等等。这些青年人的新成果是巴金诞辰

120周年时，献给巴金先生的最好礼物。

周立民：巴金做过出版社总编辑，还担任
过《收获》杂志的主编，很多人的作品是经他

之手走向文坛走向读者的，曹禺、萧乾、卞之

琳、陈白尘、刘白羽、汪曾祺、穆旦、郑敏、

陈敬容等等“青年作家”，巴老都帮助他们出

过书，助力他们在文坛上大放异彩，直到新时

期文学，他仍然给青年作家重要帮助……巴老

能够做到这些，首先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思

想，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新生事物和新生力

量，就会充满欣喜和期待。其次，他们这一代

作家，包括他们的前辈鲁迅、叶圣陶、茅盾

等，没有把文学看成个人出名获利的工具，而

是有一种真诚的集体事业感，充满着对文学共

同的爱，这种集体感让他们推陈出新，新老携

手，把文学事业的生生不息，当成个人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

王雪瑛：“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
一盏明灯……”巴老在《朋友》等文章中多次

提到友情的意义。5年前的“温暖的友情——

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让我印象深刻，巴

老是一盏明灯，守护着爱、正直、真诚、奉献

等美好品格。他的温暖贴心，乐于助人的亲情

和友情，他的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爱情，让

我感受生命的坚韧与美好。

陈思和：我主编过“火凤凰文库”，第一
本是巴金先生的 《再思录》，那时他已住院，

他在《随想录》以后断断续续写出的短文，有

些还是口述，小林代笔，他再修改。我把这些

文章收集起来，编成一本《再思录》，他还口

述了一篇序言。书出版后，我第一时间就与出

版社责编一起到华东医院，给他送样书。巴金

先生很高兴，他让人扶他起来，坐在一张有靠

背的椅子上，用手抚摸着新书的封面。我看他

气色不错，就乘兴说：“巴老，您身体不错，

还可以写一本书。”没想到他马上就接口：《三

思录》。小林补充说：“爸爸说，他还想写一本

书叫《三思录》。”果然，他后来继续用口述的

方式，与小林合作，写出了《怀念曹禺》《怀

念郑振铎》等文章，巴老对友情的珍重和珍惜

让人感怀。

周立民：友情也是巴老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他和朋友之间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我在自己的《星水微茫驼铃远》《巴金书信中

的历史枝叶》等书里都写过，有一种感受是我

一直讲的，他们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社会

动荡的时期，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的

友谊经风历雨，历久弥珍，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历史是一条河，没有谁能够隔断它。他们

自由鲜活的生命气象，神采飞扬的精神状态，

甚至痴里痴气的童真……让我一次次追寻和打

量，一次次赞赏与致敬。

嘉宾：陈思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主持人：王雪瑛(本报记者)

巴金，对世界深沉的爱与思索
文学聚光灯

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分享会。 （文广演艺供图）

今年10月

17日，巴老离

开 我 们 19年

了，他对世界

深沉的爱与思

索，他的文学

始终紧贴着祖

国和人民，散

发着光与热。

图为巴金

故居。

（巴金故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