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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退出优势明显
其实，这次亚洲杯的举办国

归属早已无悬念。从 2016年开

始，关于 2023年亚洲杯的申办工
作就已经展开，包括印尼、泰国、

韩国和中国在内相继向亚足联表
达了申办意愿。不过在中国和韩

国有意承办 2023年亚洲杯之后，

印尼和泰国相继退出。
然而韩国足协在亚足联换届

选举大会全面失利后，宣布放弃
申办 2023年亚洲杯，转而将工作

重心放到 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
申办上，中国成了唯一申办的国

家，当选只是时间问题。
今年 4月初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举行的亚足联大会上，中国足
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当选国际足联

理事会理事，任期恰好为 2019年
至 2023年，他的当选，说明近年

来中国足球外交的成功。成功申
办 2023年亚洲杯，不仅将提高中

国足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中
国足球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

境，还将极大推动足球运动在国
内的普及和发展。

从 1976年首次参赛到今年
初的阿联酋亚洲杯，中国队一共

12 次参赛，其中在 1984 年和
2004年两次打入决赛，最后都是

屈居亚军。2004年，正是在本土举

办的亚洲杯上，国足距离冠军近在

咫尺，但日本队的中田浩二用手将
皮球挡进球门，裁判视而不见，最

终导致中国队 1比 3告负。如今，
亚洲杯再一次来到家门口，中国队

能向首个冠军发起冲击吗？

承办城市上海在列
亚洲杯已经花落中国，但到

底由哪几个城市举办？这无疑是

球迷最关心的问题。从目前情况
来看，共有 20多个城市向中国足

协提出了承办申请，而最终只能
从中挑选 8个。

此前，中国足协一共申报了

12座城市作为备选比赛地，包括
北京、天津、广州、南京、西安、武

汉、成都、青岛、沈阳、长沙、宁波
和洛阳。随后，又有包括大连在内

的多个城市提出了申请。
尽管从国内的报道来看，上

海并不在中国足协申报的 12座
城市之列，但在亚足联官网上，上

海却是备选城市之一，而场地就
是正在兴建的浦东足球场。作为

上港队未来的新主场，这座能够
容纳 33000多人的专业足球场有

望在 2021 赛季投入使用，2023
年正好可以承接亚洲杯赛事。

浦东足球场最终能够入围
吗？作为国内最新的一座专业足

球场，机会很大。首席记者 关尹

亚洲杯
中国办

    亚洲杯，来到中国。昨天下午，在巴黎进行的亚足
联特别代表大会上，经亚足联投票表决确定，中国成功
获得 2023年亚洲杯主办权。这是继 2004年成为东道
主之后，时隔 19年中国再次迎来这项亚洲足球盛会。

2023年家门口可看精彩比赛

每天都是节日

马上评

    节日，可以使每一个平凡日子

丰富多彩。 如果这个说法太 “文
艺”，那么，可以把“哈结棍”改写成

“哈节棍”———能把一年四季的节
日都办好的城市都“结棍”。这背后

是各个团队的精诚合作，台前幕后的无缝对接，更是社会管理对于街

头文艺表演的精准推进。

十二艺节首次在上海举办意义非凡， 不仅展现了新时代全国上

下专业文艺院团的最高水准， 也呈现了根植大地的群文工作者对于
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提炼，更是成就艺术点亮生活的上海模式。十二艺

节落幕之后，隶属于“演艺大世界”的“表演新天地”崛起。傍晚，在
太平湖边，来自澳大利亚的流行音乐女歌手抱着吉他，在英国艺

术家携手社区居民搭建的 “云朵”———其实是几百个白色纸
灯笼构建的“舞台”布景前，以英语和法语轮番吟唱时，路人

一边欣赏波光潋艳的演出胜景，一边感受着天色渐暗的自然
景观，顿悟———原来更大的“布景”是天地。 这部作品名《夏日

烟云》，让人感受到，唯有上海，才能有这样色调丰富、音律抒
情、融表演于天地间的日常。 朱光

    上海白领李慧妍邀请久
未谋面的宁波表妹踏上新天
地旁的一辆公交车，刚开了
一站路，就有两个外国人上
来，直接爬上了车厢内的扶
手顶端，表演起了“杂技”。表
妹惊讶地注视着车厢里闪展腾挪的外国友人说
不出话。李慧妍表示：“上海就是这样的，十二艺
节就算闭幕了，我们依然每天过节。”表妹感慨

道：“在我们那里是过节，在你
们这里，就是过日子……”

这是近期在黄浦区十分
受欢迎的“表演新天地”活动，
身处新天地的广场、咖啡店以
及太平湖边，冷不丁就会冒出

看似融入平凡生活，实则一点儿也不平凡的表
演。这也是十二艺节后，延续在城市各个角落的
文化气息的生动流转。

系列回眸 5 新启示

    十二艺节期间宣布入选文

华大奖的上海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正在酝酿成为“红色文旅

3天 2晚游”里的重头戏。

据该剧出品方文广演艺集

团总裁马晨骋透露，自从亮相十
二艺节后，《永不消逝的电波》赢

得各地邀约，因而已经在规划年
内 100场、明年 200场的巡演日

程，甚或将于后年考虑在美琪大

戏院进行驻场演出。“目前上海
的驻场演出还没有真正百老汇

模式的，《时空之旅》偏向新马
戏类，《无人入眠》其实是外百老

汇的探索性剧目，并不在剧场内

演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则是
源于经典电影，又符合城市气

质的作品。

据悉，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周末平均客流达到 1 天 1 万人

次。马晨骋设想，可以把十二艺
节期间“看大戏游上海”的思路

继续贯彻———在参观完红色人
文景点之后，看一部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或杂技剧《战上
海》，如果两部都看，那就是“红

色文旅 3天 2晚游”⋯⋯

    如果说文旅结合，能让

来到上海的游客在最短时间
里通过景点参观、经典剧目

演出，瞬时了解上海的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那么把舞台剧拍摄成高清戏剧电

影，则将把上海舞台剧的魅力传
播到世界各地。自从英国国家话剧

院推出“英国国家话剧院现场”
（National Theatre Live）项

目，把在剧院演出拍摄成高

清戏剧电影之后，戏迷

可以节约交通和住宿费，且以最佳

视角观摩英国戏剧。
以剧院放映的形式，把《永不消

逝的电波》高清影像传播到世界各
地，且融入舞剧排演的花絮，可以让

舞剧迷和影剧迷进一步了解编剧构
思、人物背景、舞美寓意、服化理念

等等，深切感受到经典作品改编和

再现的不易。届时，即便没有“红色
文旅 3天 2晚游”的时间，

也不妨碍世界各地的

朋友了解上海。

    十二艺节“催生”了一些剧

场，还有不少剧场改建翻新，甚至
激活了一些原本很少对外开放的

高校剧场，上海剧场迎来新建、改
建、扩容高潮。今后几年势必将迎

来剧场的错位竞争和对内容的全
面渴求。文广演艺相当多的引进

项目是海外音乐剧———被实践证

明为相对收益高的舞台剧类型。
引进之后，还将制作音乐剧中文

版，这势必需要大量既能唱又能
跳还能演的音乐剧演员。综艺节

目推出的一大批音乐剧歌手，也
让这一行业势头大好。

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
音乐剧专业院团。因而，文广演艺

决定于下半年成立“上海音乐剧
艺术中心”，定位于培养、签约音

乐剧人才的公司化运营团队。在
音乐剧受市场欢迎的浪潮袭来之

际，人才储备才是胜出的关键。如
此，观众才能看到真正令自己敬

佩的演员、渴望的节目。
本报记者 朱光

节后申城各处依然充满文化气息

拟建音乐剧艺术中心

红色文旅3天2晚游

舞台剧拍成高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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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左）向杜兆才颁发 2023年亚洲杯承办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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