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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起，根据冯骥才小说改

编的话剧《俗世奇人》将在上海文化

广场开演。剧中，刘敏涛饰演的“关

二姐”将以炮打灯酒馆老板娘的身

份，连接起所有津门奇人。“我是天

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今年是我

从中戏毕业30年，这部话剧也是我

呈现给上海观众的一份答卷。”刘敏

涛日前在上海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俗世奇人》用54个篇章摹写

了清末天津市井生活的众生相，曾

获鲁迅文学奖，其中“泥人张”“狗不

理”等津门奇人形象深入人心。由

于小说集各个人物之间并无关联，

要把他们搬上舞台，难度不小，就连

冯骥才当初也心存怀疑。编剧黄维

若与导演钟海经过反复打磨，从《酒

婆》的只言片字中“提取”出了炮打

灯酒馆老板娘“关二姐”这个原创角

色，演员刘敏涛需要从她的十八岁

演到三四十岁，并且担负起贯穿全

线的重任。“关二姐”的出现，不仅让

冯骥才放下心来，更让他打算向剧

组“反购”版权，把“关二姐”单独成

篇，再造奇人。在冯骥才看来，刘敏

涛饰演的“关二姐”集合了原著中诸

多奇人性格特点：敞亮、豪爽、义气、

幽默、热情、较真、守规矩……

近年刘敏涛凭借电视剧《琅琊

榜》《伪装者》、电影《夺冠》等为大众

熟知。从影视剧的片场回归话剧舞

台，刘敏涛坦言“有期盼也有焦灼”。

在形体方面，刘敏涛也做了自己的设

计：“关二姐是规矩的女人，但又是酒

馆老板娘，迎八方来客的时候要能张

罗，所以设计成了站得很周正、两手

交叠，走路比较轻快，不卑不亢的状

态。”北京首演后，“听刘敏涛2.5倍速

说台词不用看字幕”还登上了热搜。

在刘敏涛看来，演员必须要走出

舒适区。“舞台我是一直很敬畏的，我

也很憧憬，很向往、期盼，站在舞台

上，和观众呼吸、悲喜同频，那种感受

是在镜头前体会不到的。你站在舞

台上的那一刻，你就觉得这个世界，

很美好。”她说，“我想在舞台上做一

棵常青树，根在尘土里安详，叶在风

里飞扬。” 本报记者 吴翔

《剧院魅影》首度
搬上芭蕾舞台

我想做一棵常青树
——访《俗世奇人》主演刘敏涛

本报讯（记者 朱渊）法国作
家加斯通 ·勒鲁享誉世界的小说

《剧院魅影》将首度搬上芭蕾舞的

舞台。由英国著名编舞德里克·迪

恩担任编导、汇集国际班底为上海

芭蕾舞团度身定制的原创芭蕾舞

剧《剧院魅影》将于5月11日至14

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首演。

和原著中描述的歌剧院故事

不同，为上芭定制的版本将故事发

生地改为了芭蕾舞团，也就是让芭

蕾舞演员扮演芭蕾舞演员。因故

事背景依旧是十九世纪末，剧中会

出现戏中戏、台中台，而演员需用

现代芭蕾演绎剧情故事，并用那个

年代巴黎盛行的古典芭蕾展现戏

中戏。在不同情景和舞蹈风格中

跳进跳出，给表演带来挑战。

在发布会上，德里克留下了

一个关于结局的悬念——最终魅

影会选择带走柯莉斯汀还是独自

消失？他坦言“还没想好”：“魅影

本性善良，但不幸的成长经历又

养成他执拗偏激的性格，这是个

温暖却又复杂的人物，我不希望

结局太残酷。”《剧院魅影》的最大

看点莫过于舞台中央的那盏水晶

灯会如何“砸”下来？对此，上芭

团长辛丽丽表示：“灯肯定是爆

的，至于怎么爆，舞美制作组还在

各种方案的考量中，我们还是要

坚守海派芭蕾的典雅和唯美，并

且要考虑到舞台上演员的安全，

将会是很巧妙的方式。”

扮演魅影的吴虎生首次尝试

戴着面具跳舞，而且需要戴两层

面具，一层是全遮面的“一体式”

扮丑面具，另一层则是半遮面的

魅影面具。他表示：“魅影的魅

力，在于他的复杂，要刻画他在神

不在形。我期待，面具之下，能和

魅影来一次灵魂交流。”

剧的舞美设计雏型也已出炉，

黑色匣子内古典宫廷风的舞台大

气优雅。和舞美风格一脉相承的

是服装设计，繁复的花边、精致的

刺绣，材料还要兼顾舞动时所需的

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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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步行街转角，遇见了惊

喜——演艺大世界尾票亭。这是演

艺大世界回应百姓关切，推出的又

一惠民暖心举措，也是演艺大世界

对标国际、完善票务体系的积极尝

试。它依托以人民广场为核心的

“演艺大世界”高密度剧场群的丰

富资源，与上海旅游咨询亭服务功

能叠加，是文旅公共服务融合的新

举措。

很多人说，上海有最懂行的观

众和最良性的市场，但无论是观众

或是市场都如土壤需要培育。进剧

场如今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不过这一习惯的养成还需要剧

团、剧场等多方共同使力。

中外名家名团名作纷至沓来，

给予更多个性化的选择，培植细分

垂直受众；全城大小剧场马力全开，

让城市如同永不落幕的大剧场；“上

海之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艺

术盛宴一直有利民惠民的优惠票，

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沐浴在“艺术天

空”下……如今，这座出现在南京路

步行街上的尾票亭，无疑是艺术之

城给予市民观众和来沪游客的又一

份礼物。

艺术滋养着爱美之心，艺术之

城呵护着爱艺术的人。

转角
遇惊喜

□ 朱 渊

今天上午11时，演艺大世界

尾票亭在市民观众翘首以盼中开

启售票。五折起步的强力折扣，

本就抢手的重磅演出，引得剧迷

早早闻风而来，走过路过的游客

也围着尾票亭了解所售剧目。

排在售票队伍首位的是00

后的君君，从湖北来沪工作两

年，她最喜欢上海的理由就是有

看不完的好剧。“我单位就在人

民广场，这里剧场林立，下了班

吃个便餐就能进剧场，这生活太

幸福了。”今天，她特地请了上午

的假来抢票，目标明确冲着脱口

秀：“在公众号看到尾票亭开票

信息，我就做了功

课，橘子脱口秀肯

定要看，

爵士乐能买到也最好。”这类热门

演出都是限购一张，君君笑说：

“我不介意一个人看演出的，沉浸

在剧场里，本来就是一次奇妙的

体验。”

排在君君后面的是90后翼

翼，平时就是做微信公众号的

她，看演出是兴趣也是业务学

习。“我是会展行业的，平时做公

众号当然要了解上海最火最热

的演出，舞台上的精彩纷呈也为

我平时排版设计提供很多灵

感。”这次来，翼翼还肩负重任，

要帮好友抢话剧《俗世奇人》的

票。她说：“尾票亭的票子很划

算，一张上海文化广场的前排座

位，原价880元，亭子里买只要

440元，对折，价格实惠。”

尾票亭位于游人如织的南京

东路步行街上，距离西藏中路路口

几十米的位置，吸引着往来行人的

目光。来沪度假，准备去新雅吃饭

的吴小姐就在听完尾票亭介绍后，

当即排队买了一张在林肯爵士乐

上海中心演出的音乐剧《爵是我

心》的票，她说：“晚上没事，逛个外

滩看个剧，可太舒服了。”

开票前，“演艺大世界尾票

亭”还举行了启动仪式，一段来自

音乐剧《粉丝来信》的曲目演唱吸

引了不少观众。据黄浦区文旅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演艺大世界尾

票仅在现场实名销售。数量不

多，限时限量。

演艺大世界尾票亭项目得到

了多家场馆和主办方的积极响

应。记者了解到，上海文化广场、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海宛平剧

院、上海长江剧场、上海中国大戏

院，亚华湖剧场院线、林肯爵士乐

上海中心3月的部分项目

已加入第一批尾票合作计

划，开心麻花、机遇星球以

及更多的演艺机构、文旅项

目合作都在推进中。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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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版《剧院魅影》舞台背景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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