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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此次设计师带来的所有装置艺术

皆由可自然降解的新型环保材料制作，花植

与建筑相结合，将资源消耗降至最低，把自

然元素带到城市中，让市民游客与这座城市

共呼吸。

商场门口有个温暖的家
一号线黄陂南路站出口，新天地商场大

门前，空旷广场上突然多了一个温暖的家。

三个镜框舞台式的原木箱聚拢，中间留出小

径，两旁铺设芦苇等绿植，拨开半人高的芦

苇举步向前，就像探访都市中的秘境。巨大

的窗户外行人步履匆匆，微雨的夜里窝进沙

发座椅，你看着窗外的他们，他们看着窗里

的你，都带着一份对家的渴望。这一设计名

为“一间园”，由《家居廊》和间筑设计合作打

造，巧妙地为家居布置植入自然气息。

在“一间园”旁，是充满异域风情的“热

吻丛林”，若从商场三层向下俯瞰，可以看到

橘色、黄色的巨型花朵向阳而生。晴好的那

几日，阳光照耀在花朵上，路人在妖娆的花

瓣下走过，这场景就像从都市瞬间穿越到了

热带丛林。

石库门里的“一方天地”
新天地石库门街区保留了上海石库门建

筑外观特色，因而是游客们最爱流连的区

域。而如今，你若从马当路步入这方街区，得

率先走入一个扭曲的绿色门洞。这是8877设

计事务所带来的“童 ·寻”。作品采用超现实

的手法，将植物形态放大、扭曲、变形，以全新

视角去观察人与植物之间的变换关系。

植物会说话，这是真的吗？形态犹如一

朵大花的“植觉”长相呆萌，就像孩童笔下的

涂鸦，这一装置内含触发感应装置，当人们靠

近时，叶片尖端就会膨大卷曲，就像植物与人

在对话。上海大椽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

人洪东涛曾在马当路居住了12年，对石库门

感情至深，他以金属板、老砖创造出的悬浮空

间，以石库门的天井来展现“一方天地”。

“结庐自然间”四季更替
像是玻璃弹珠拼凑起来的跷跷板，就在

新天地街区里，孩子们好奇地坐在两头，随

着高低起伏会有紫色的光从跷跷板的这一

头亮到那一头，而伴随着紫光而来的，是“刺

啦啦”的下雨声。大宛设计带来的“听雨器”

用循环再生材料制成，装置内部的种子会与

结构碰撞，便有了独属于你的听雨空间。“是

什么东西的种子在跷跷板里？为什么它能

发出下雨的声音？”恰好来做设置维护的设

计师给出谜底：“吃过夏威夷果吗？那是没

开口的夏威夷果在管道里滚动的声音哦！”

侯正光打造的“遇园”，造型来自《芥子

园》画谱里面的石谱，选取水墨石头的轮廓

作为螺旋堆叠的基本型，再形成巨石。“遇

园”讲究的就是“随遇而安，心中有园”的心

境。基准方中设计公司带来的“结庐自然

间”，就像是小时候做的建筑模型，从外表看

就是个不规则的十字形的木盒子，但是你若

走到最中间，将头伸进盒子里，就能从东南

西北不同方向的四个通道里，在不同的日照

时间看到四季更迭的景致。

据悉，这场为期19天的“设计上海@新

天地设计节”将延续至10月16日。与此同

时，“XPARK+微观自然”系列数字艺术作品

也将设计节的创新延续首发，以数字科技为

中国设计延长艺术生命力。本报记者 朱渊

原创大型沪剧《陈毅

在上海》将作为“礼赞新时

代，奋进新征程”——演艺

大世界 ·全国优秀舞台艺

术作品展演剧目，10月

26日—30日在宛平剧院

上演，下月将赴京演出。

日前，《陈毅在上海》巡演

版建组大会在上海沪剧院

举行。

宽敞的排练厅坐满了

剧组主创及演员，大家都

对这部创新沪剧题材的剧

目推出巡演版寄予厚望。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谷

好好鼓励青年演员要在一

部部作品中逐渐打造自己

的代表作，“作品是我们的

立身之本，老艺术家们对

艺术的执着、认真、拼命的

精神不能丢。”

沪剧名家孙徐春在剧

中饰演陈毅。他塑造的陈

毅市长“身入、心入、情

入”，气韵充盈的沪剧唱腔

和偶尔蹦出的几句四川

话，鲜活生动。谈及此次

巡演版的推出，孙徐春笑

言“又要剃头了”，不仅要

神似陈老总，他也计划着

在方言上再接再厉，原本

的舞台语言也要再往中州

韵上贴近一些。茅善玉和

孙徐春再度合作，也掀起

了沪剧舞台上的一波热

潮。与此同时，王明达、王

明道、王珊妹、徐伯涛等沪

剧名家乃至90后、00后演

员同台出演，阵容强大。

该剧唱腔设计舒悦表示，

《陈毅在上海》的创作是一

次集体创作，大家营造的

创作氛围特别好，演完一

场大家都留在现场，哪里

不满足立即改，第二天就

演出修改版，对每一位参与者都是极大

的锻炼提升。

首轮演出中，《陈毅在上海》赢得了

肯定。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荣广润表

示，题材的选取很有意义，不光是把党的

初心和当年的历史展现出来，对今天来

说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评论家毛时安

认为，这个戏的意义超越了沪剧，也超越

了戏曲。指挥家谭盾看完《陈毅在上海》

后说，这个戏气势磅礴，有品位，非常大

气，没想到沪剧可以做出这样一台大格

局戏剧，会让年轻人喜欢上沪剧。歌唱

家黄英则表示：“《陈毅在上海》的唱腔设

计优美动听，整部制作大气、精致，体现

了艺术创作的精益求精。”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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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水，苏州河水……”伴着厦门的

海风，观众们走出闽南大戏院，还哼唱着音乐

剧《四两青春》中的歌，上海的味道和旋律，飘

散在厦门的夜空，萦绕在观众的心头。历时5

年，该剧升级归来，日前从厦门开启了全国巡

演，剧中用上海地标命名歌曲，《苏州河》《黄

浦江畔》《华亭路》等既串联了剧情，也为观众

描绘了一幅上海“音乐地图”。

由上海音乐厅管理有限公司制作出品的

原创音乐剧《四两青春》首演于2017年，讲述

了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的四个少年因高考

而改变命运，因选择而撬动人生，以十年之约

重温少年时代的点滴故事，希望告诉观众四

两的“青春”往往可以撬动“千斤”人生。

该剧的此次全国巡演从两年之前就开始

筹备，不仅汇聚了编剧喻荣军、一级导演周小

倩、著名作曲家赵光，还迎来了第四代编舞刘

晓邑的加盟。为了让舞蹈更好地为故事服

务，编舞刘晓邑做了大量功课，“歌曲中提到

的上海的建筑和地名不是泛泛而过，而是翻

阅了很多历史照片，比如南京东路上某某饭

店的广告牌，以前叫什么名字、现在叫什么名

字，90年代人们的着装举止……”刘晓邑说。

“有一次，我去坐71路，不由自主地唱起

了剧中的那首《71路》。”90后的主演何亮辰

说，“我不是上海人，但跟着这个剧，我了解到

了很多上海从前的故事，比如原来华亭路以

前是那么受年轻人的欢迎，原来从前等一个

人的回信也是一种幸福……”

该剧除了让演员更加了解上海之外，也

仿佛带着厦门的观众来了一次上海的“深度

游”。有的观众从剧中的歌词“长风公园的日

落，荷花池边的小道……”看到了上海的美；

也有的观众因为“华联商厦，以前叫永安公

司；食品商店，以前叫新新公司；时装商厦，以

前叫先施公司……”了解到了上海的故事；有

的观众说：“再去上海的话，一定要跟着剧中

的歌词去实地打卡。从华亭路一路唱到黄浦

江，再回味一下剧中的故事。”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希望，通过这部原

创作品为92岁的上海音乐厅注入创新活力，

让更多带有海派文化精神的优质演出产品走

出去。近几年来，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在原

创制作的道路上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先后

委约创作了《水腔》《逆时之旅》等作品，目前

上海音乐厅又在筹备孵化一部沉浸式音乐舞

蹈剧场项目《渐入佳境》，预计于明年推出。

《四两青春》此次全国巡演将于10月

28日至30日回到上海，在上音歌剧院与观

众见面。 本报记者 吴翔

苏州河的气息，飘散在厦门的夜空
原创音乐剧《四两青春》全国巡演首站唱响

让城市空间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在寸土寸金的新天地感受设计力量，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间闻到自然气
息……近日，无论你从哪个路口走入新天地区域都能遇见一座“微公园”，
“设计上海@新天地设计节”正在上海新天地免费向公众开放。20件形态
各异的设计作品，带来20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散落于商场前、石库门
街巷里，探索上海新公共空间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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