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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演员门腔、小鹿，“上海爷叔”陈国庆、日本“笑星王国”

吉本兴业的得力“笑匠”同台演出，脱口秀、漫才、默剧、独脚戏轮番

碰撞……一场别开生面的“喜剧秀”《喜剧开演了》日前连续两晚在

兰心大戏院迎来满堂彩，也拉开了演艺大世界 · 2024第十届上海

国际喜剧节的帷幕。

近年来，观众对于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喜剧演出需求井喷。上海国

际喜剧节总监喻荣军认为，年轻观众渴望交流与表达，注重现场体

验，这也影响着当下的喜剧演艺生态。据了解，第十届喜剧节期间，共

有42台剧目、337场演出将在各大剧场及演艺新空间上演，把笑声传

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演出作品包括话剧《宝岛一村》、音乐剧《我，堂

吉诃德》、纽约原版互动体验秀《蓝人秀》、喜剧《私人生活》等。据悉，

喜剧节将延续至明年1月30日，首次与上海观众一起“跨年”。

开幕演出《喜剧开演了》汇聚全球喜剧人，世界默剧协会主席

马尔科 ·斯托扬诺维奇带来了以法国奥运会为灵感创作的默剧，逗

笑全场，与他搭档的是上海滑稽剧团演员何立鸣。一改以往开幕的

单一剧目，这场“喜剧秀”称得上十年喜剧节的一个缩影。“喜剧节

十年发展的历程中，喜剧类型、观众审美、产业发展都发生了变

化。”喻荣军对记者表示。戏剧、戏曲、综艺、脱口秀、哑剧……喜剧

节的演出涵盖了多种演出样式。喻荣军介绍，第一届喜剧节就将脱

口秀纳入演出目录中，“随着这些年各类平台的推动，脱口秀的发

展有目共睹，喜剧节作为展示地，希望能给观众看到喜剧的丰富面

貌和最新潮流”。

经过十年耕耘，上海国际喜剧节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张“欢乐名

片”。十年间，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意大利都灵国立剧院、法

兰西喜剧院等国际知名剧团倾力合作；徐峥、陈佩斯、詹瑞文、关栋

天、间宽平、马尔科 ·斯托扬诺维奇等来自不同行业的大咖曾担任

艺术委员会成员，从各自的视角为观众筛选品质好剧；来自全球

27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多部经典喜剧先后登上喜剧节的舞台，超

2000场喜剧演出，近300场公益性活动，为近百万观众带来欢笑。

推动行业的良性发展也是喜剧节的另一大重心。十周年之际，

上海国际喜剧节以节展作为阵地，从喜剧人才孵化到创意内容制

作，开启了对于喜剧产业版图的规模化布局和运营。为吸引更多新

人加入到喜剧行业中，上海国际喜剧节联合上海滑稽剧团、百联股

份、快乐共暖，在第一百货商业中心举办首届喜剧大赛，大赛决出

的冠亚季军将有机会登上上海国际喜剧节的舞台。

值得关注的是，由上海国际喜剧节与上海滑稽剧团、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共同策划的都市治愈轻喜剧《寻找百忧解》，将有望作

为喜剧节首部原创孵化剧目于明年亮相。

演艺大世界 ·    第十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开幕

笑声声量升级，喜剧因子涌动剧场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包括刚刚惊艳亮相闭幕音乐会的慕尼

黑爱乐乐团在内，上海各大剧院的舞台上，

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名家天团一周内接

踵而来，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在“闭幕周”内达成名家天团“含金量”加速

跑。更值得回味的是，这些名团的“在沪足

迹”并非剧场和酒店之间的“两点一线”，而

是遍布社区、商圈、学校，深入到了城市的

肌理中。从蜻蜓点水式的“过沪”到如今的

转变，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境式”演出已成过去式

囿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名团巡演

到各地，往往都是演一下就撤的“过境式”。

名团的文化底蕴、艺术素养和品牌价值，根

本无法充分展现，更遑论给当地文化事业

带去干货。艺术节今年会同各大经纪公司、

主承办剧院，因“团”制宜，充分挖掘了名团

身上的潜力，赋能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

建设。今年艺术节来的“天团”群，几乎都在

上海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通过公开彩排观摩、演前导赏甚至“海

选”参演，他们加强了和本地观众的互动。

被中国乐迷昵称为“胖葱”的当红指挥家尼

尔森斯出现在东方艺术中心的彩排现场

时，不少报名前来观摩的乐迷窃窃私语，

“怎么变‘瘦葱’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位人气指挥率领的“古典天团”维也纳

爱乐乐团在沪活动，被很多其他地方乐迷

羡慕——近距离接触、深层次了解，让其参

演本届艺术节的两场音乐会变得含金量十

足。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在前滩31演艺

中心的《舞姬》，吸引了大量专业观众和资

深舞迷；除了导赏和观摩之外，40位学芭

蕾的小学生被选作“临时”群演加入到了

《舞姬》舞台中，带队老师项阳激动地说：

“在我们学跳舞的年代，这样的机会想都不

敢想！”

通过深入的业界交流、文化感受及体

验之旅，他们诠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此前到访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家在沪驻演

期间，在上海爱乐乐团开设大师课之余，忙

着逛博物馆、吃火锅，还有人感受昆曲文化

后开始学习竹笛；艾夫曼芭蕾舞团为来自

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师生们进行了专

业指导；北京人艺在上海长达一个月的驻

演引发轰动，中国文联副主席奚美娟表示，

“留下的艺术话题不会结束，会产生丰富的

艺术思想成果”，“爱上在上海乘地铁”的艺

术家杨立新则说，上海观众专注和细腻的

临场反应，也滋养着演员们。

识货的观众和成熟的市场
提供坚实支撑

名家名团的“足迹”改变，得益于包括

艺术节在内的演艺机构的专业度，也得益

于庞大艺术爱好者群体的熟知度，他们共

同构成了上海演艺市场的成熟度以及上海

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上海观众对艺术的了解程度，让名团

惊叹。11月16日晚，有“全球最佳布鲁克纳

作品诠释者”之誉的慕尼黑爱乐乐团，在捷

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奏响著名的《第八交响

曲》，现场“磅礴宏大得让人战栗”，在社交

媒体上好评如潮。上海观众的反应，让乐团

团长保罗 · 穆勒开心地逢人便说自己觉得

“不可思议”，因为他发现“懂经”的上海乐

迷居然有一个专门的“布鲁克纳社区”，“今

年的上海之旅，会成为乐团不会忘却的美

好记忆”。

到上海看顶尖名团，已成观众共识。在

世界顶级芭蕾舞团的榜单上，无论是六大

还是十大，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马林斯

基剧院芭蕾舞团总是榜上有名。在这个秋

天，这对“双生花”罕见地同时出现在上海

的舞台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镇团

之宝”《斯巴达克斯》带到了上海大剧院，尽

显男性之阳刚；随后几天马林斯基剧院芭

蕾舞团则在前滩31演艺中心奉上“看家大

戏”《舞姬》，极尽女性之柔美。不远万里，俄

罗斯“芭蕾双星”在上海巅峰对决，被不少

观众称为“有生之年”系列。两支顶流接踵

而至，也掀起了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的第一波舞蹈高潮。日本、美国、新西兰、澳

大利亚……因两支舞团特地飞到上海的海

内外舞迷，不在少数。社交媒体上，关于两

团的比较和讨论，络绎不绝。

上海专业的演出机构，为名团提供了

专业、严谨的发展可能。中国是全球演艺事

业发展神速的广阔市场，上海市场更是其

中的佼佼者。重视人文服务、重视契约精

神，都为它赢得了大量的“名团回头客”。兼

任俄罗斯“芭蕾双星”掌舵人的捷杰耶夫是

艺术节的老朋友，所以他将上任后的两大

团海外巡演首站，就选在了上海。备受海内

外关注的“柏林爱乐在上海”，艺术节团队

从谈判到落地，再到细节保障，都体现了高

度的专业度和执行力。第四次来沪的柏林

爱乐把在中国的首次驻演献给了上海，最

终经过谈判，整个行程和曲目均为上海“深

度定制”，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认可。

创新意识为演艺之都赢未来

开放、创新、包容是上海的品格，也是

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本届艺

术节名家名团来沪“足迹”的改变，背后是

立足上海这座创新大城的艺术节，或主动

出击或顺势而为的新思路、新探索，这也有

望让新形势下的国际演艺市场，未来在上

海交出更多的新方案。

今年艺术节包括伦敦交响乐团、蒙特

卡洛芭蕾舞团都将中国乃至亚洲“唯一一

站”放在了上海，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

众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莫斯科大剧院

芭蕾舞团的《斯巴达克斯》有且仅有上海一

站，导致不少观众拖着行李箱从全国各地

赶来上海。来自北京的“莫迷”王畅说自己

“毫不犹豫就买了高铁票”，“相比巡演频率

更高的马林斯基，莫大在中国现身的次数

屈指可数，有机会一定要看”。

上海艺术节中心副总裁杨佳露透露，

未来这样的“独家资源”有望越来越多，明

年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年，赛后的获奖者

音乐会在中国的唯一一站，已确定安排在

了上海，相关机构在艺术节的国际演艺大

会上已完成签约。

即便不是“唯一”站，上海舞台的“新鲜

度”也深受观众好评。今年刚刚在2024巴黎

奥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柴赛冠军”亚

历山大 ·康托洛夫，马不停蹄从雨中的巴黎

转场上海，在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完成了

自己的中国首秀。皮娜 · 鲍什编导的《春之

祭》非洲版，在艺术节完成了中国首演，来

自12个非洲国家的35位顶尖舞者共同呈

现这部舞蹈史上的经典之作，不仅吸引了

国际舞蹈界的关注，也让全国观众都来赶

场，3场演出开票当天即售罄，39%的观众为

跨省购票。新鲜的艺术血液，带来了新鲜的

感受，让艺术家和观众共同感受到艺术力

量的触达能力，也让名家名团在上海的“足

迹”，走得更深入、更丰富。

日新月异的上海，和矢志创新的艺术

节，也将一直与国际名家名团们相互赋能，

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打造成具有世界影

响力平台的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不再蜻蜓点水式“过沪”，而是走进社区商圈学校

名家天团足迹为何能深入上海城市肌理
“如果有时间学一门外语，我首

先想学的是中文。如果能有时间在

上海待上一年，我期待在这里结识

更多的艺术知音——比如和当地音

乐家、摇滚音乐人、视觉艺术家，

一起探索当代音乐和艺术，说不定

我会在上海结婚！”去年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舞台，“指挥鬼才”提奥

多 · 库伦奇斯与他一手创立的音乐

永恒乐团留下了“神级现场”，今年

他与乐团再度回归上海东方艺术中

心，于前昨两晚分别上演马勒《第

五交响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第五

交响曲》等作品。

这位爱写诗、喜欢调制香水，

浑身充满时尚气息的希腊裔俄罗斯

指挥家，以一袭黑衣登场。不靠指

挥棒，他用指尖魔法点燃现场，乐

手们充满线条感的动人演绎，赢得

了在座观众极其热烈的欢呼和掌

声。就像库伦奇斯所承诺的，今年

他要把乐团和上海观众之间的连接

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在音乐会中

给大家带来更亲密、更深刻的情感

体验”。

两晚的音乐会中，马勒和肖斯

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都是由

库伦奇斯特别挑选的拿手曲目，也

是中国乐迷千呼万唤的经典之作。

《第五交响曲》中的数字“五”，在

所有交响曲中是一个有着重要意味

的数字，尤其是从贝多芬开始。“梆

梆梆梆，梆梆梆梆……”接受记者

采访时，库伦奇斯吟唱起贝多芬

《第五交响曲》（又名 《命运交响

曲》） 那脍炙人口的开头，他说马

勒《第五交响曲》的开头也有类似

的声音，那是对贝多芬的一个呼

应。“但是，我们也能够从马勒的这

部 《第五交响曲》 中听到新的调

性。”而肖斯塔科维奇写于1937年

的《第五交响曲》，是顶着巨大压力

下创作而成的，作品被誉为具有

“贝多芬的精神”，因此也常被比拟

为《命运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

是马勒的忠实粉丝。而我的老师伊

利亚 · 穆辛曾是弗里茨 · 斯提尔德

里的助手——斯提尔德里是马勒的

学生。因此，从指挥职业的角度来

看，马勒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我的

祖父。我所知道的关于指挥的一切

都源于此，源于马勒的影响。”库伦

奇斯介绍。

“一个地方的古典音乐文化发展

水平，不仅仅取决于有多少优秀的

独奏家，也取决于听众能否对作品

产生一定的理解。”库伦奇斯有信

心，中国的听众能对古典音乐更具

有鉴赏力。他与音乐永恒乐团诠释

的马勒《第五交响曲》，试图打开这

部复杂作品当中的一些隐藏之门；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

响曲》，整支乐团更是熟悉到可以背谱演奏。“有趣的是，哪怕

这些作品已成为全世界乐迷都熟悉的交响曲，但我们乐团还是

能找到一些新的表达——之前我们在圣彼得堡演奏肖斯塔科维

奇《第五交响曲》时，当地有听众觉得作品完成了一次新的全

球首演……也期待我们的演奏能获得中国听众的共鸣。”

库伦奇斯坦言，他已经获得了不少欧洲听众的青睐和理

解，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我希望能够在中国找到与自己心灵

相通的群体，去创作一些更新鲜、更独特的艺术。”尽管这次

待在上海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但他会派同事们去探索上海当地

的一些小众却充满韵味的演出。“我非常重视一个城市散发出

的气场，在我去过的不少欧洲城市，我感受到一种疲惫感，但

是在这里——上海，有一种昂扬向上的气息。”这可能是库伦

奇斯如此想要在这座城市找到知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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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实习生 卢倩蓉
记者 邢晓芳

重案组，一个能勾起许多观众港剧记忆

的名称。本周，又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跨时

空缉凶罪案剧《太阳星辰》开播，把人们带入

全新的港风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腾讯视频上线，

该剧还是中国内地首部与奈飞同步同时更

新的亚洲罪案剧集，之后也将陆续登陆多家

海外流媒体平台。在罪案剧已是全球流媒

体平台重要类型的当下，新剧何以突围？

从前6集来看，跨时空缉凶的戏剧架

构、时空错位带来的伦理命题，以及不同年

代的中国香港社会风貌，共同构筑了剧集的

特色。如果说，《刑事侦缉档案》《陀枪师姐》

《鉴证实录》等早期港剧作品拓宽过一代观

众关于类型剧的想象，也在二三十年前丰满

着不少70后、80后内地观众对香港的认识；

那么2024年，当《太阳星辰》面对视野与审

美都在进阶的受众，许多类型上的技法未必

多么诱人。在这个跨时空叙事里，见多识广

的观众真正在意的已返璞归真，回到人的情

感、侦缉日常所嵌入的世情世相。

把戏剧张力交付人的关系

故事从1993年开始，重案组警察杨光

耀追查一起连环凶案，过程中，他意外来到

了2018年。在25年后的时空里，旧案尚未

了结，新的血案又发生了。

双时空的缉凶之旅固然是奇观，但主创

早早建立共识——把戏剧张力交付普遍的

“人”。编剧唐耀良觉得，罪案类型的剧本创

作，其实是引观众在人性的迷宫里与主人公

共同经历冒险，“不受困于自己布下的悬疑

迷阵，而是拨开迷雾，抓住人物内心”成为剧

本的创作基调。导演黄国强也为故事蕴藏

的情感吸引。亲情、兄弟情、爱情以及关于

赎罪与复仇的表达等，悉数被导演视作盛放

人物与戏剧的容器，他希望从中探讨“人性

灰度”，“很多人在环境及人际中挣扎求存，

到底如何去评价善恶，值得观众去思考”。

前6集上线后，剧中几对人物关系呈现

出了两难与拉扯，而来自人性深渊的探照亦

初露端倪。杨光耀与叶诚，25年前的师徒在

新时空重逢后，引导与守护依然在，可随着

时空漂泊者站在新处境里再审视，却发现迷

雾重重。杨光耀与麦志鸿，第一集就亮明身

份的警与匪。可身处2018年的杨光耀渐渐

意识到，无论当年的大胆挑衅，抑或中间25

年的静默，再到新时空里砸下“你身边有内

鬼”的当头一棒，这场“猫鼠游戏”的主宾关

系似乎得重新定义，而麦志鸿的人生来时路

也可能换来一声喟叹。更让人牵挂的人物

关系还有杨光耀与陈凯晴，“我”遇见了同龄

的女儿并与她成了同事，非典型的父女二人

都将在此后剧情里经历对自我身份的探索、

认同，及至情与法的再抉择。

控制与反控制间的权力博弈，人性黑白

灰交织但终究邪不胜正的较量，相互试探又

半路结盟的双向救赎……《太阳星辰》的故

事行至此处，人的关系已成观众追剧的一大

动力。

融香港文化于人的命运

1993年、2018年，故事里的杨光耀以

一名普通香港警察的身份，穿越了两种制

度下的香港。《太阳星辰》 继承港剧的叙

事传统，从具体的生活场景进入、从人物

命运着手，用大众熟悉的香港文化让奇幻

故事轻轻落地。正如黄国强所说：“很难

有一个项目，可以让我把心中不同时代的

香港特色呈现出来，《太阳星辰》 提供了

可能性。”

美术置景上，剧组努力还原1993年和

2018年人们的生活给城市留下的痕迹。祠

堂、庙街、唐楼、霓虹灯错落的巷子等，

都以浓郁港味为观众开启时光任意门。这

并不仅仅出于营造不同时代香港城市风貌

的功能设置，事实上，有别于维多利亚港

湾的高楼大厦，这些散落于市井的唐楼、

餐厅等，才是普通香港人通常的社会交际

点。此间有过客匆匆也有熟人熟事，杂糅

又快捷，既是香港文化的直接注脚，五方

杂处中也暗藏人性龃龉。

再以音乐与影像为例，剧中已多次出

现Beyond的歌声。其中 《情人》 以原唱、

女声版、变奏版呈现，呼应着人物在不同

境遇下的情感关系。另一首 《无悔这一

生》则为杨光耀直抒胸臆：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缉凶探案有了全新的手

段和迭代的技术支持，现场勘察、审讯拘

捕等也都相应有了更加规范、科学的流程

要求，但警察缉凶的不懈努力和对正义的

坚定追寻始终不曾改变。而电影《八仙饭

店之人肉叉烧包》也意外契合地写就麦志

鸿的角色判词。

浓浓的港风港乐里，《太阳星辰》与观

众认知里的港剧味道“对”上了。而故事

仍在继续。接下来，介入未来的杨光耀会

否扭转旧时空的秩序？这一穿越命题下对

“伦理困境”的探讨，或将最终决定剧集能

否兑现观众对新港剧的深层期待。

新港风罪案题材剧《太阳星辰》海内外同步同时上线

跨时空叙事，观众在意的是什么
■本报记者 王彦

《太阳星辰》的故事从1993年开始，重案组警察杨光耀追查一起连环凶案，过程中，他意

外来到了2018年。在25年后的时空里，旧案尚未了结，新的血案又发生了。图为该剧剧照。

 马林斯基

剧院芭蕾舞团在

前滩 31演艺中

心奉上“看家大

戏”《舞姬》。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皮娜 · 鲍

什编导的《春之

祭》非洲版在艺

术节完成了中国

首演。

（演出方供图）

 库伦奇斯与音乐永恒乐团献演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陈玉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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