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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高规格赛事，为工业遗产注

入了电竞活力。首届SNK冠军系列

赛——2024SCS总决赛日前在位于上

海虹口的1933老场坊收官。在《拳

皇15》决胜局对战中，选手“M”以3∶0

击败“云雾”，夺得首个SCS年度冠军

的“金摇杆”。

1933老场坊曾为上海工部局宰牲

场，现已成为上海的时尚地标。老建

筑融汇西方古罗马巴西利卡式建筑风

格与中国传统的“外方内圆”的建筑

理念，为潮流的电竞游戏提供了适配

场地。“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电竞游

戏市场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这里有完

善的电竞产业链，可以找到电竞赛事

举办和直转播每个环节的头部企

业。”主办方SNK中国高级副总裁王

绍珏表示，2024SCS总决赛落地上海

虹口是电竞文化与城市文化双向奔赴

的选择。

老建筑华丽转身

晋级本次总决赛的16名选手，来

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赛场上，他们展现了卓越技术、顽

强意志，为观众带来精彩绝伦的顶尖

格斗游戏盛宴。12月12日，《拳皇15》

刚发布特别DLC角色——“麦卓”和

“薇丝”，并进行游戏平衡性调整。短

短10天之后，2024SCS总决赛就已打

响，非常考验选手的应变能力。

电竞赛事搬进1933老场坊，现场

设置“《拳皇》系列三十周年”主题纪念

展、怀旧街机游戏体验区和珍稀藏品

陈列展等，展示这款经典游戏的发展

历程，吸引来自各地的年轻人。比赛

期间，主办方和选手们都对1933老场

坊的独特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栋

建筑由英国设计师设计，整体采用英

国进口的混凝土结构，1933年11月建

成，次年投入使用。经过改造后，这处

工业遗产华丽转身，成为融时尚发布、

创意设计、品牌定制、文化求知、创意

休闲为一体的创意生活体验中心。

在王绍珏眼中，1933老场坊的

“无梁楼盖”“伞形柱”“廊桥”“旋

梯”“牛道”等设计与电竞游戏有着

颇高匹配度。“从宏伟而雄浑的建筑

实体中，我感受到了设计者的匠心独

运。其中分割的小空间，非常适合进

行电竞房的改造，可以为职业选手和

玩家打造新奇的游戏空间。”王绍珏

说。通过引入高规格的国际性游戏行

业赛事，进一步提升上海虹口文娱动

漫产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助推承接

动漫游戏活动和高水平电竞赛事的服

务水平，为本地的文娱市场注入创新

活力。

展开多元跨界合作

2024SCS总决赛现场，SNK首席制作人小田泰之公布了《饿

狼传说》新作将于2025年4月24日发售的消息。诞生于1991年

的《饿狼传说》系列引领了上世纪90年代的格斗游戏热潮。时

隔26年，该系列最新力作《饿狼传说：群狼都市》即将亮相，数字

版已开启预约。

老牌游戏公司SNK拥有《拳皇》《合金弹头》等经典IP，近年

来持续完善电竞生态，积极推行全球化战略。今年10月，《拳

皇》IP与腾讯手游《和平精英》联动，人气角色“不知火舞”“娜可

露露”“雅典娜”等以新皮肤形式在游戏中亮相。王绍珏表示，与

中国头部厂商的合作提升了游戏的品质和影响力，也为SNK的

IP拓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公司不仅在中国市场推出正版游

戏，还积极开发手办、盲盒和玩偶等衍生品，满足年轻玩家的多

样化需求。”

举办顶级赛事是SNK深耕中国市场的重要举措。“中国市

场是SNK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随着中国游戏市场的不断

发展，SNK将更加重视中国市场，倾听中国玩家的声音，推出更

多符合本土玩家喜好的游戏和衍生品。”王绍珏表示，这家有着

近50年历史的游戏老厂正在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娱乐生活。“首

届SCS总决赛是我们涉足中国电竞游戏市场的第一步，未来将

进一步提升赛事的规模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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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臧韵杰）打开一盒巧克力，看到一个迷你
的剧场舞台和三排逼真的沙发，捻起一颗黑巧克力座椅，品尝

“演艺”的味道。这是演艺大世界文创品设计大赛带来的冬日惊

喜。昨天，第三届演艺大世界文创品设计大赛、短视频大赛颁奖

活动在IPMALL机遇中心举办。

本届文创品设计大赛的参赛作品涵盖了演艺生活的多元维

度，从别具一格的日用品到与电影、剧场相呼应的创意设计，巧

妙地将艺术与实用功能相结合。设计出“巧克力小剧场”的获奖

者王斌分享其创作心路，“从构想剧场舞台到将巧克力融入其

中，再到考虑巧克力食用后的空间利用，每一步都是对创意更深

的挖掘。”

从剧场的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变幻出的上海音乐厅建筑系

列 ·MUSE缪斯殿堂浮雕香薰蜡烛；到国潮破圈，上海长江剧场

（上海市宛平艺苑）与宛平南路600号携手推出的“‘好戏 ·看国

潮’600号联名巧克力”……如今，“进剧场、买周边”已经成为观

众看戏前的特定仪式，进一步带动了文化消费。

大众参赛者也围绕演艺场景设计出了琳琅满目的“剧场礼

物”。作为年纪最小的获奖者，14岁的马瑾萱设计的“演艺大世

界 ·百花齐放雨伞”备受瞩目。从学校匆匆赶来的她兴奋地讲述

其灵感来源，对演出的热爱促使她珍藏每一张演出票根，“那时

候就觉得这些票根像一片片花瓣，想把它们堆叠到一起。”偶然

看到雨伞被打开的场景，让她突发奇想将LOGO置于伞面。撑

开雨伞，演艺与生活就此巧妙融合。

第三届演艺大世界短视频大赛以镜头体现剧场故事、演出

体验与艺术生活。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短视频将专业立场与

大众创意融合，视角日益丰富。“比赛办了三届就参加了三届”的

石熠秋决心用镜头记录舞台幕后的故事，“舞台工作者的夜晚在

观众散去后才悄然开启，他们是夜的守望者”。她将作品定名为

《夜，之后的夜》，“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坚守心中热爱，让这份

热情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动力”。

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是对非遗传承的创新呈现。《宝贝看非

遗〈集合啦！皮影戏〉》荣获短视频大赛一等奖，获奖代表陈

妍娉告诉记者，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希望让非遗以亲子家庭更容

易接受的方式走进生活，“让古老的艺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传

承的种子”。

创意无穷解锁演艺新视界

距上一部长篇《黄雀记》已有11年，新书

合同早已签约，但作家苏童笃定了要“慢慢

写”，十余年来攒了100万字。“有人说这篇幅

至少能拆成3部长篇，但我不想这么干。最

终拍扁打磨到40万字《好天气》。”前不久，苏

童亮相城市更新大会，在上海张园接受本报

记者独家专访时透露，自己已经过了“追求

数量”的阶段，“质量对我来说是唯一的”。

苏童最新长篇小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

代文学攀登计划，将于明年上半年在《收获》

杂志上首发，单行本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推出。巧合的是，获茅盾文学奖的《黄雀

记》也首发于《收获》。

酝酿许久，即将开坛，时间和阅历的加

持下，究竟会生成何种“好天气”？文坛成名

多年，61岁苏童的写作心境变了吗？漫步张

园石库门建筑群，历史文脉与时尚摩登交融

于这片空间，“新苏童”与“旧苏童”也在对话

中交织走来。

要不要“改名”？

苏童新长篇最初的名字是《咸水塘史》，

小说围绕咸水塘区域城郊结合部的大池塘，

池塘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以池塘为界

的城乡两个家庭，几十年中产生各种交集，

背后折射了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社会

发展变迁。

“这个塘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含义？很

多人反馈不太喜欢，学生听了这个名字后眼

里都没有光了。我现在要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尤其是学生的建议对我很重要。”苏童是

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下课间隙和学生聊

起，“好天气”本来是小说中一个章节，“书名

改成《好天气》后，他们眼里顿时有光了！”甚

至有学生贴心想好“推广语”——“不管天气

怎样，我都随身携带一本《好天气》”。

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近期热映的

电影《好东西》，“当然我们在讨论书名的时

候，电影还没出来，是个巧合。”相比银幕上

的都市男女，《好天气》内核是“写一首郊区

的挽歌”。苏童谈到，小说场景灵感源自小

时候成长的区域，“往南走1000米是拙政园，

往北走1000米是农村稻田，这一块地方后来

在变迁中慢慢消失变形了。城郊变化背后，

时代车轮滚滚而过。”他希望小说能记录下

风声与泥泞。

关于改名的访谈短视频发布后，记者在

评论区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有网友

表示赞同，“期待《好天气》！”也有读者认为，

这名字有股“网红味”，“《咸水塘史》更接近

苏童老师本人的风格”……众口难调，苏童

并不否认这个改动吸收了年轻一代学子的

美学判断。

除了名字改动，篇幅压缩也有苏童对读

者诉求的考量。“百万字小说除了满足一个

‘虚名’期待，并不能带来什么实在的，比如

‘读者真的喜欢吗’‘真的需要吗’。毕竟这

个时代读100万字小说真的是一种折磨。”他

坦言，小说一般是自己觉得满意了才会拿出

来，“写作这么多年，唯一的压力就来自于自

己对手上作品的感觉——它是不是足够

好。我想完成心目中的那个理想文本。”

作为业内公认的短篇圣手，苏童新长篇

引发圈内高度期待。有资深编辑透露，“相

比中短篇的节制，苏童这次带着‘刹不住车’

的诉说欲望和表达冲动，后期在篇幅上又做

了较大调整压缩，应该是感性理性交替的写

作思考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桑园留念》开始，苏童

一系列作品背景都离不开南方香椿树老街。

街上呼啸而过的少年，杂糅着作家不断被书

写改写的童年记忆，汇成苏童小说独特的标

识。茅盾文学奖给《黄雀记》的颁奖词里如是

描述：“苏童回到已经成为当代文学重要景观

的香椿树街，以轻逸飞翔的姿态带动沉重的

土地河流……”再到最新长篇，苏童笑言，本

来没刻意要回首，“但写着写着又拐回香椿树

街，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

我一生的写作地图，也是压箱底的礼物。”

怕不怕“犯错”？

出道早，成名早，26岁创作的《妻妾成

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广为人知，苏童并不讳言“自己很幸运”。但

同时，他也不愿被“先锋文学”“女性写作”

“历史写作”等单一标签所绑定。换句话说，

任何一类标签在某种程度上都遮蔽了作家

的写作面貌。

相比二三十年创作自带的“冲动”“激

情”甚至“愤怒”，当下的写作状态会产生变

化吗？为什么有些年纪大的作家会感觉越

写越累？对此，苏童认为，每个作家都要面

临不同年龄段的挑战和困境。

“有时感觉累，通常是因为他总想避免

犯错误，包括故事的错误，人物塑造的错误，

或是题材的错误等。总处在一种规避错误、

害怕犯错的状态，其实身心是很不自由的。”

苏童坦言，年轻写作者确实有活力，“这种活

力本身也包含了写作败笔”。上了年纪后，

“作品可能没什么错，但也没什么光芒”。

在他看来，宁可泥沙俱下、喷薄而出，也

尽可能不要自我规训，“在艺术领域，平庸是

尤其乏味无能的”。写出独树一帜的作品，

“是很多作者不愿张扬却埋在心里的野心”。

而故事的最终价值，将交由未来审判。

苏童这样形容——“即使没有人知道未来的

评审团是在何时何处，只知道那是一个沉默

的陪审团。但恰好是这份沉默，对于无数写

作者来说，构成了永远的诱惑和召唤。”

算不算“宿命”？

生于苏州，常居南京，偶来上海，定期去

北京上课，苏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他强

调，比起“江南人”，自己更愿意被称为“南方

人”。“江南听上去似乎是比较有限的局域，

南方的能量容量更能包罗我的复杂想法。”

在他看来，所有城市分为两部分，“一是

看得见的城市，街道、广场、楼宇可能似曾相

识；另一部分则是看不见的，它隐藏不露，是

这个城市独特的历史血脉和文化遗产，是一

种秘密的歌声，需要倾听，用心灵去感受。”

他用乐器比喻一系列城市——“没有比

钢琴更适合上海的，当然这是很主观的看

法。我老觉得北京很像铜管乐器或圆号，那

是北京的音色。我家是苏州的，那么它肯定

是笛子。广州会想到琵琶，包括嘈杂的市井

气息。说到南京，我特别想到民族乐器二

胡，是瞎子阿炳的二胡，不是闵惠芬的二

胡。”苏童不忘补一句：“我的感受非常主观

直接”，他形容，走在南京城，有二胡声回响，

“不同岁月汇聚，时间和历史成了邻居，一段

历史和另一段历史也成了邻居。”

如同名字里的“苏”，无论是地理意义还

是文学意义上，苏童似乎都不曾远离江苏，

“南京不大不小，挺适合我。”南方几乎成了

他人生底色的某种宿命。

如果不当作家，会做什么？“园丁。”苏童脱

口而出，镜片后的双眼溢出笑意，他给记者翻

看自家小院的花花草草，滚落在小径的柠檬，

果树掉下的落叶和杂草交缠，“没怎么打理的

样子，我就是抱着放养的心态。比起期待植物

带来什么，我更想着能为它们做些什么。”

人与花草之间也是讲缘分的，“我有不

少盆月季养了15年。还有一棵像是来报恩

的桃树，寿命快到了，像个老人，它好像知道

自己快不行了，最后一个夏天迸发所有的生

命，送给我满树的桃子，而且那年桃子特别

好吃！第二年感觉它跟你说拜拜了……”

相比扎进文学世界的精准锋利，莳花弄

草的苏童流露出更多温情。不过，他认为观

察自然对于书写人性同样有帮助，“天道轮

回，有些‘道’就是规律。”苏童还记得，自己

女儿小时候常埋怨，“我老婆给她报这个班

报那个班，等女儿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逃不

过这样的宿命。”苏童打趣道，女儿辩解是小

朋友要学，“但外孙一练琴就哇啦哇啦哭，怎

么会是自己主动要学呢？”说着说着，作家自

己也笑了，“只因角色变了，女儿当了妈妈难

免变成了她妈妈的样子。”

最新长篇小说即将首发    上半年《收获》，作家苏童接受本报专访

   万字砍到  万字，花  年酝酿“好天气”

每年的12月31日，当夜色渐浓，城市的

热闹化为一曲欢腾的交响乐，人们带着对新

年的期盼，步入剧场和音乐厅共享充满暖意

与喜悦的旋律——在亚洲演艺之都上海，这

已经成为一种优雅的跨年方式。时间走到

了2024年的岁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2月30日-31日，就有十余场“含金量”十

足的新年音乐会虚位以待，等待沪上乐迷们

奔赴现场，与过去一年浪漫地告别。

记者翻阅节目单发现，演出曲目中既

有《黄河钢琴协奏曲》这样的中国红色经

典作品，也不乏《月之序曲》等激荡着中

华民族特色的原创新作，动人的中国旋律

届时将与波尔卡、圆舞曲等交织成文化交

流的美妙乐章。

贺新年，《月之序曲》将迎
亚洲首演

新年钟声即将敲响，全球各地的人们都

以各种方式辞旧迎新。作为人类共通的语

言，音乐无疑是其中动人的表达形式之一。

乐手们的服装呈现松花、菡萏、轻紫、揉蓝、

玄天等美丽的中国色，与颜色有关的诗文丽

句和民乐彼此呼应……作为全国首台AI创

作的国乐音乐会，《零 ·壹|中国色》国乐与AI

音乐会12月27日将在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

厅上演。

这台演出由上海民族乐团携手腾讯音

乐娱乐集团天琴实验室共同打造，探索一种

更专业、更平衡、更实用的人工智能音乐创

作新图景。音乐会以色彩为主轴，由AI作

曲系统发散不同的音乐情绪，通过九首原创

曲目的多元演绎和演奏家的二度创作，传递

作品丰沛的情感和艺术感染力。

作为上海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上海新

年音乐会每年都在上海交响乐团精心策划

下，通过中西文明的对话向世界致以新年问

候，传递来自魔都的浓情新年祝福。在今年

的跨年夜，踏入第16个年头的上海新年音

乐会将由“音色大师”指挥家迪图瓦执棒。

作为开场曲目，梁皓一《月之序曲》将迎来亚

洲首演。所有动机均来源于中国传统五声

调式，《月之序曲》对宫调式的使用非常频

繁，并伴有一些装饰音与和声展开。这首新

作渲染了新年喜庆的气氛，同时也衷心祝福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深厚友谊。乐曲以

激情澎湃的方式开篇，反映人们对新年到来

的期待和喜悦。管弦乐队旋律高亢、和声闪

耀、节奏明亮，充满希望。第二部分将中国

传统的五声调式拓展成一句怀旧、抒情的旋

律，刻画了农历新年期间家庭团聚的温暖氛

围。最后，舞曲般的第一部分再现，乐曲在

庆祝的主题中结束。

上海新年音乐会也将迎来一位久违的

老朋友——韩国女高音歌唱家曹秀美回归

上海交响乐团舞台带来格里埃尔《花腔女高

音协奏曲》。韩国家喻户晓的小提琴明星康

珠美将奏响圣-桑《哈巴涅拉舞曲》《引子与

回旋随想曲》，以醉人琴声描绘欧陆人文与

自然画卷，唤起人们对远方的憧憬。此外，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西班牙随想曲》、雷斯

皮吉《罗马的松树》也将通过每一段旋律与

和弦，诉说对未来的期许与祝福。据悉，上

海新年音乐会将与线上线下听众一起叩响

来年的时光大门。

而在临港演艺中心，滴水湖2025新年

音乐会将于跨年夜上演。指挥家赵晓鸥执

棒上海爱乐乐团，用一场氛围感满满的音乐

会，为听众奏响新年的华丽乐章。在这场音

乐会上，钢琴家孔祥东将燃情奏响《黄河钢

琴协奏曲》。

意大利天籁合唱团将演唱
中文曲目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中法建交60周

年特别呈现，2025上海歌剧院演出季开幕演

出暨2025上海大剧院新年音乐会将在12月

30-31日上演。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

合邀请来自巴黎爱乐大厅、巴黎管弦乐团的

16位首席演奏家与上海歌剧院合作登台。

届时上海歌剧院院长、指挥家、钢琴家

许忠将倾情执棒，携中外优秀歌唱家们与上

海歌剧院合唱团、交响乐团联袂献演，为观

众呈现两场重磅新年音乐会：法国浪漫主义

歌剧代表作、夏尔 ·古诺的五幕歌剧《罗密欧

与朱丽叶》（半舞台版）及19世纪中期至20

世纪初期经典浪漫主义歌剧集锦音乐会。

深受中国粉丝喜爱的意大利安东尼亚

诺小合唱团将于新年前夕回归上海文化广

场舞台。作为欧洲顶级儿歌大赛“金币赛”

的御用演唱团，将演绎本届“金币赛”最新获

奖歌曲的中国首唱，并唱响这项大赛举行

67年来为世人钟爱的经典旋律，精心准备

的中文曲目也将压轴诠释。

英伦古典之声奏响岁末强音。英国国

家交响乐团将于12月30日在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奏响2025新年音乐会的华丽序曲。此

次巡演中，乐团以施特劳斯的经典作品与德

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为主线，同时特

邀女高音安妮特 ·沃德尔倾情演出。12月

31日，伦敦城市爱乐乐团将由首席指挥奥

尔西 · 钦阿米执棒，在东艺上演德沃夏克、

圣-桑、施特劳斯等作曲家的作品。

身在上海的乐迷，足不出沪就能感受有

着纯正“维也纳味”的新年音乐会。在2024

年的尾声，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将迎来维

也纳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在奥地利指

挥约翰内斯 ·怀德纳的执棒下，这支乐团将

用最纯粹的施特劳斯家族与维也纳作曲家

的舞曲与轻歌剧片段，将维也纳的音乐精神

带到上海，连接一东一西两座“爱乐之城”深

厚的友谊。

1966年，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

团诞生，这支乐团成为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的

忠实传播者，延续着经典之声。此次他们在

跨年夜亮相上海音乐厅，分别在晚上七点和

晚上十点半上演两场新年音乐会。其中晚

上十点半的跨年场，无疑将见证最具“仪式

感”的时刻。届时，音乐的旋律将与上海的

钟声交织，共同奏响新年的序曲。

申城剧场和音乐厅古典乐演出“含金量”十足

跨年音乐会中西旋律优雅对话

“苏童经典系列”今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版。 （出版方供图）

▲经典浪漫主义歌剧集锦音乐

会海报。 （均演出方供图）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小合唱团

新年音乐会海报。

 2025上海新年音乐会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