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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25岁的上海大剧院
不得不说的故事

42岁的沈云飞是上海大剧院场务部副

经理，从礼宾岗位一路升到管理岗位，勤勤

恳恳24年，是妥妥的元老。当初和他同期

进入大剧院的同事很多都转岗或是转业了，

唯有他依然每天礼服笔挺准时守候在剧院

门口，等待进场观众。和他开玩笑，你还蛮

长情的嘛，他直言：“确实很喜欢这份工作，

也对剧院有感情，我大半辈子都在这里度

过，估计要一直做到退休了。”

2018年，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为8位来

自上海各大剧场的优秀服务员颁发“剧场五

星服务员”奖状，沈云飞就是其中之一。在

五星服务员的考评中，他拿了大满贯。虽然

每天都是做同样的工作，面对形形色色的观

众压力也很大，他却让优秀成为了习惯，一

如既往地保持着极高的服务水准。

25年来，时代在变，剧场服务也在与时

俱进。“以前，观众在剧场拍照，都是拿相机，

需要调整镜头，我们可以很从容地上前阻

止。如今，大家都用手机拍照和录像，我们

就需眼明手快及时制止。”虽然如今，大家对

剧场礼仪越来越有共识，但依然会有“看到

嗨时过度兴奋”的观众需要善意提点。沈云

飞是团队中公认最有耐心的劝导者之一，有

他在，总能大事化小。

当然，好性子也非天生使然，狮子座的他

曾经是个暴脾气，是一次次“化险为夷”才磨

炼到现在这样处乱不惊。沈云飞说：“做剧场

服务始终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让一点小火

苗燃起来，一旦影响演出就算事故了。”

25岁的上海大剧院风华正茂，正因

为有着台前幕后这批守护者，她才能一

路青春一路歌。 本报记者 朱渊

上海大剧院25岁了。从1998年8

月27日开幕至今，上海大剧院演出累
计12700余场，观众超1445万人次。
作为国内建成的首家国际性高等级综
合剧院，无论是在剧目选择、艺术品
位、舞台技术抑或是艺术教育上，上海
大剧院都是全国剧场的标杆。而这座
“水晶宫殿”能成就25年的辉煌，离不

开这座“宫殿”的管理者。
25岁的上海大剧院正青春，25年

来在这座剧院中呕心沥血的每一个
人，将自己的青春交付在这里。连续
三天的庆典，最辛苦却也乐此不疲的
便是这批人，他们是剧院不断焕新的
见证者，也是陪伴剧院共同成长的青
春伙伴。

舞台技术日新月异，上海大剧院1998

年引进的舞台机械装置却一直沿用至今。

在这个舞台上，演过22场《悲惨世界》、53场

的《猫》、100场《剧院魅影》，但最具挑战的

还是101场的《狮子王》。音乐剧之所以能

迷住年轻人，美轮美奂、动人心魄的艺术呈

现背后是飞速发展的舞台技术的支撑。音

乐剧《狮子王》实现了舞台从机械化控制到

电气化控制的飞跃，那一整套如精密仪器

般分毫不差的舞台布景，曾深深震撼了张

笑丁。

而在百老汇，这些需要仰仗高新技术的

音乐剧几乎都是在固定剧场“度身定制”，一

旦迁徙意味着新剧场要具备和原有剧场同

样的技术设备。而实现这一可能的，便是上

海大剧院技术总监吴志华。他记得原版《剧

院魅影》来时，有个吊灯要伸出舞台到观众

席，台口没有可挂钩的吊杆，吴志华在台口

墙壁上打了96个洞，才实现了吊灯延伸的

舞台画面。

前不久，中文版《剧院魅影》在上海大剧

院亮相，时隔十多年，舞台音响也有了技术

革新，新版“魅影”几乎都是沉浸式音乐现

场，而大剧院原有的音箱已不能满足需求，

为此，吴志华按照剧方要求在剧场各个点布

控声点，这些装置都是为音乐剧的演出特别

加装，一轮演出结束得重新修补恢复原样。

这份工作虽然辛苦，吴志华却甘之如饴，他

说：“我是学机械的，机缘巧合做了这份工

作，24年做下来，居然爱上了。”

他所说的机缘巧合，事实上，却是上海大

剧院首任总经理乐胜利诚意邀约。原来，大

剧院当时从日本引进一套舞台装置，最初无

论是机械故障或是小修小补都需要仰赖日方

派遣工程师。乐胜利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

计，于是找到专门从事机械工程的吴志华，一

点一点将技术掌握到手中，而吴志华也因此

华丽转身，成了大剧院舞台技术“大管家”。

■ 沈云飞为观众服务的
初心不变

●     年 月  日 作为国内首家国际性高等级综合剧院，上海大剧院迎来

开幕首场演出中央芭蕾舞团舞剧《天鹅湖》。

●     . .  — . 音乐剧《悲惨世界》英文版亚洲首演亮相上海大剧院，连演

  场，开启原版音乐剧中国大陆巡演的帷幕。

●     .  .  —    . .  音乐剧《剧院魅影》英文版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场，这部原版经典音乐剧一票难求的盛况，使之迅速成为城中文化盛事。

●     . .  —  . 音乐剧《狮子王》英文版登台上海大剧院，连演   场，刷新

当时原版音乐剧在中国演出场次新纪录。

●     年起 大剧院创新打造昆曲《浮生六记》《重逢<牡丹亭>》、舞剧《白蛇》等“东

方舞台美学”系列作品，探索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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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员工 晒出青涩照片
为了院庆忙碌整月的总经理张笑丁，昨

天傍晚在朋友圈晒了两张工作照，照片中的

女孩一脸青涩，眼中却是神采奕奕。“那是25

年前的工作照了，你看我胸前的卡牌，还是

大剧院第一代工作证，天蓝色做底色，工号

007。”张笑丁说，“我现在是大剧院001号员

工，当年之所以选007号，因为7是我的幸运

数字。”

几乎每年剧院生日时，张笑丁都会先报

工龄，今年也不例外。她笑说：“今年是我

在大剧院工作的第27年了。”张笑丁是当年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成立时的第一名员

工，就连中心成立的工商注册也是她办下

来的。1996年，23岁的她跟随大剧院首任

艺术总监钱世锦来到一片工地前，畅想着

一座艺术宫殿将在这里拔地而起。两年

后，也就是1998年，上海大剧院在万众瞩目

中拉开帷幕。而她也跟着钱世锦提前排定

了大剧院开幕的剧目：“早从剧院还未落成

起，我就知道，大剧院的定位是全球的，我

们要按照国际演出市场惯例，提前两年敲

定演出季。而不是跟着当年业内的节奏，

本月选下月的演出。”

1998年8月27日开业以来，上海大剧

院秉承“国际性、艺术性、经典性、原创性”

的品牌定位，迎来无数世界顶尖艺术家。

从帕瓦罗蒂、多明戈到卡雷拉斯，三大男高

音一人一场，让申城观众尽情享受音乐的

同时，也彰显了大剧院的策划管理能力

和它的高起点。之后，无论是新兴艺术

音乐剧的崛起、沉浸式戏剧的严苛选

择，或是与年轻态艺术形式的融合创

新，大剧院的高起点让张笑丁始终明

确坚持什么。

“不可能纯粹看市场，我们的剧

目，无论引进的还是自制的；我们的活

动，无论是开放日或是工作坊，都是要

有引领性的。”剧场数量的增加会加大竞

争，但高起点、严标准成为大剧院的底

气。张笑丁说：“剧场在增加，市场容量

也在增加，大剧院唯有坚持最初的定位，才

能在每个阶段都保持领先性和独特性。”

技术大管家 转行迷上舞台

五星服务员 总能大事化小

在同行眼中，大剧院令人羡慕

的点有很多，比如他们的舞台技术

部拥有超过 万个演出项目的档案

和记录，这些技术参数放眼世界都

是独一份；比如他们拿下过很多纪

录——集齐三大男高音个人音乐

会“大满贯”、演出   场音乐剧《狮

子王》等。

然而，大剧院最令人羡慕的却

是它拥有一批始终相伴、共同成长、

不离不弃的青春伙伴。昨晚，当张

笑丁晒出那些具有浓浓年代感的工

作照，朋友圈瞬间掀起一波回忆杀。

资深乐评人李严欢随手翻出

六张旧照，都是曾在大剧院收获感

动的夜晚。他依旧清晰记得第一

次步入上海大剧院是    年 月4

日星期五，他坐在剧院3楼 排4

座，观看了国际当红的小提琴家吉

尔 · 沙哈姆的演出，那天的指挥是

陈燮阳，乐队是上海交响乐团。

张笑丁坦言不需要担心岁月

流逝、记忆模糊，因为关于这里的

一切，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会有无数的人记着。他们都是上

海文化的老朋友、上海大剧院的老朋友。正是

这些朋友圈的记忆，拼凑出大剧院  年的点点

滴滴，也拼凑起一个丰满的上海文化故事。

大剧院的故事，也正是这些人的青春故

事。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也正是由这些

人历经岁月的轨迹刻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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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华给学生
讲解舞台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