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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的设施
更 的模样

兰心大戏院修缮工程今正式开工
    百年兰心，是上海城市发展、人文荟萃的见证者、亲

历者、参与者，她浓缩着海派文化的精髓，也蕴含着关于

上海城市记忆的情感共鸣。 今天上午，兰心大戏院举行

修缮工程开工仪式， 这座上海开埠至今仍在使用的、历

史最悠久的剧场，将暂别观众一年，并以更新的现代剧

场设施和更“旧”的摩登样子重返人们的视野。

难忘 中国一个月
这段时间，因为疫情，阿萨

亚斯也在家里自我隔离，每天写
写剧本，陪陪闺女，“一般我喜欢

早上动笔，我会一直写，直到小
女儿学校放学了，我要去陪伴

她，就不写了。”昨天，通过云端
连线，阿萨亚斯分享着自己宅家

工作的状态。

回忆起走上电影这条路，阿
萨亚斯说自己是受了父亲的影

响，父亲是法国老一辈的编剧，
他有很多朋友是电影工作者，

“所以电影创作离我从来都没有
特别远，但我父亲拍的电影不是

我特别喜欢的电影，我觉得父亲
和他的朋友们一点都不酷。”阿

萨亚斯想拍自己的电影作品，但
老爸是过来人，告诉他电影这条

路很难，要从剧组的实习生、助
理开始做，“我不想做助理，我也

不想去剧组做实习生，因为我觉
得我不会做好助理。”阿萨亚斯

说，“我也不想上电影学院，因为
我觉得电影拍摄的知识 5个月

就学会了，不如到真实的生活中
学习，而不是去上电影学院。”

于是，阿萨亚斯就按照自己
的想法拍短片，“老实说这些短

片拍得并不怎么样，我没有一个
电影的大局观，我自己看的电影

太多，对电影的历史了解太少。”
那段时间，让他有些彷徨。幸运

的是，他得到了一份工作，为法

国的《电影手册》杂志写影评，也
是因为《电影手册》要写香港电

影的专刊，“所以我第一次来到
了中国香港，在那里待了一个

月，这对我的艺术生涯影响是非

常大的。”阿萨亚斯说，“我小时

候在法国，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电

影，因为看不到中国的电影，直
到上世纪 80年代早期我们才看

得到中国电影，我对动作片一直
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打斗和击剑

的场面中，身体的美、运动起来
的美、力度和速度都非常好看，

对我电影的视觉表现影响也非

常大。”

上海 一定会很棒
因为对东方文化一直很感

兴趣，阿萨亚斯曾导过纪录片《侯

孝贤面面观》。他推崇王家卫，认
为他是天才，也喜欢关锦鹏、贾樟

柯的作品。在华人演员中，他欣赏
梁朝伟和王菲。

提起阿萨亚斯，影迷们最耳

熟能详的自然是他和张曼玉合
作的两部电影———1996 年的

《迷离劫》和 2004年的《清洁》，
《清洁》还让张曼玉拿到了戛纳

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他们也因
电影结缘，有过一段短暂的婚

姻。

如今，爱情虽已成为往事，
但是阿萨亚斯对中国电影的感

情却从来没有变过。参加过戛
纳、威尼斯电影节的阿萨亚斯

说：“上海电影节相比这两个电
影节来说比较年轻，威尼斯电影

节二战以前就有了，戛纳电影节

1946年开始创办了，上海电影
节还没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但是

它的成长非常快。上海电影节地
理位置非常优越，有望成为亚洲

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亚洲也需

要有影响力的电影节，需要一个
能够发展出像威尼斯电影节那

样神秘气息的电影节。”

本报记者 吴翔

非常 响影

■ 大师班现场

■

奥
利
维
耶·

阿
萨
亚
斯
通
过
视
频
亮
相
大
师
班

■ 章明介绍兰心大

戏院的前世今生

记者 郭新洋 摄

保留城市记忆
兰心大戏院是中国依然在使用

的最早的欧式剧场，在外观上诠释了

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1994年入选
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此次修

缮既要让时光驻足、留住回忆，又要
嵌入时尚、现代之风，对整个修缮团

队提出巨大考验。

担任此次兰心修缮工程总顾问
的是年逾八十的高级建筑师章明，对

“老建筑”情有独钟的她先后修缮了
百余幢近代优秀历史建筑。其中包括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上海美琪大戏
院、上海音乐厅等。对于“百年兰心”

的修缮，章明表示，修老建筑当然要
“如旧”，可也无需刻意“守旧”，建筑

既然记录着历史，每次修缮也是历史
进程中的一部分，随着时代发展，建

筑材料、修缮技术也在更新，若无丝
毫创造性，即便你想要“复原”也是困

难的。用新方法来修缮老建筑，才能
让其“旧”得坚固，“旧”得自然。

重新回归的兰心，将一一保留并
修缮富有历史感的转角大门、雨棚、屋

外老建筑特有的铸铁雨水管。标志性
招牌“LYCEUM”百年之后又将重新树

立起来。若是对老建筑感兴趣的人们
会惊喜发现，那就是老照片中兰心大

戏院最初的样子。观众厅的墙面与天

顶也是此次“复刻”的重点，力求还原
上世纪 30年代的“原汁原味”。而此次

新增的拓展空间如化妆间、卫生间等
功能性设施，也将遵循上世纪 30年代

老上海流行的装饰风格，地砖采用马
赛克拼花，墙面采用手工面砖配合定

制腰线及造型踢脚板，古典主义风格
与海派摩登在此融合。

打造现代剧场
修旧如旧，还需吐故纳新。在复

原历史旧貌的同时，需要对内部进

行现代化的重新规划与升级改造，
这就涉及到很多技术难点。演艺场

所对隔音的需求，以及现代建筑所
追求的保温和节能，都需要在使用

现有材料的前提下予以实现。此外，

兰心也将邀请专门机构做结构性测
评及“加固”工程，以确保这座百年

剧场的安全性。
修缮后的兰心大戏院座位数从

原本的 681个增加到 709个，舞台的
台口将被适当拓宽，并尽可能增加吊

杆，以适应更多类型的演出，如中型
音乐剧等。

兰心地处市中心，毗邻多个商业
区，占尽天时地利，特别适合孵化白

领们喜爱的都市生活戏剧。早在章明
读书的时代，她就时常在周末和同学

从同济大学倒几次公交车到兰心看
话剧。在她看来，这座“小而精”的剧

场，最适合演出高品质的小型话剧。
兰心重新回归后，也将邀请国外

知名团体进行驻场演出。此外，兰心还
将新增一系列体验式功能，如引进剧

目主题展、剧中场景体验区、改编剧原
著小说书店等，将演出与影视、创意设

计等跨界融合，形成文化生态圈，全新
定义海派摩登，打造一座“有故事、有

品位、有情调”的现代海派剧场。
轻轻掸去历史的浮尘，一座崭

新的兰心即将登场。过去，她是近代

中国和上海文化的见证者；未来，她
将以全新的娇颜迎接上海的繁华与

荣光。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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