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的五周里，去上海大世界

逛逛白相相特色演艺夜市，让不少市
民感受到这个非遗传承地的活力飞

扬。昨晚，在音乐会《摇滚年代》带来的
震撼现场里，第一期大世界演艺夜市

落幕。来自七个剧团的近 40场演出在
各个空间亮相。与此同时，“大世界演

艺资源交易平台”也全程无休，吸引不

少专业游客前来对接演出项目，目前
平台已累计达成交易意向超过千万

元。
7月 31 日开幕的大世界演艺夜

市，在每周五与双休日晚为观众奉上
了精彩优质的各色节目。演艺夜市的

诞生，让演艺大世界又多了一个夜游
好去处。这里利用大世界的特色建筑

和光影效果，启动新型夜场经营，以演
艺为主题，以夜市为配套，打破了传统

剧场模式。“白天游园，夜间看戏”，很
多游客在这里待上一整天，不亦乐乎。

各个表演空间上演着量身定制的
剧目，楼里楼外始终人头攒动，叫好声

不断。散落在各处的趣味非遗技艺、文
创产品市集以及魔幻沉浸展演等不时

与游人惊喜邂逅。潮装置、嗨演艺、趣
手作、乐市集与闹游园，为亲子消费者

打造一场涵盖吃喝玩乐一站式的非遗
文化盛宴。既可以拍照打卡，也可以趣

味互动，体验非遗成为手作匠人，让游
客能够沉浸式体验非遗潮流。

行走在大世界，耳边响起外地游
客的感慨：“不到大世界，枉

来大上海。”白天，开启

时光弄堂，重返魔都记

忆，感受百年大世界深
厚的历史

底蕴，体验

非遗传统
技 艺 ；晚

上，启动夜
场经营，?

亮夜经济，释放经
济新活力，用演

艺+夜市+游园，
营造狂欢式的艺

术盛宴。除了现场
演出，大世界直播间里还请到了各剧组展示自己的绝活，为

观众推介即将上演的精彩剧目：杂技剧《槐树爷爷》主演现

场耍十斤钢枪，话剧《手风琴与炒菜锅的恋爱狂想曲》带来
手风琴名曲《天使爱美丽》，音乐剧《阿波罗尼亚》主演带来

剧中歌曲的首次公演……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大世界还将推出原创非遗驻场

秀《ShangHIGH奇梦》。65分钟的演出里，将可以看到近 20

种演艺形式，近百项非遗元素，以及多个来自各个时代的角

色人物。穿越旧上海的灯红酒绿，遇见地下斗争的惊心动
魄，乱入电影片场“光影传奇”里看看名旦和电影明星发生

了什么故事？热血的歌舞青春，还原上世纪 80年代老弄堂
生活的打击乐表演，喜剧形式演绎股票涨跌，阿卡贝拉讲述

上海人和这座城市共同成长和腾飞，皮吊展现大楼外的城
市英雄。下一期演艺夜市的精彩，值得期待。本报记者 赵玥

既
赏
好
戏

又
玩
非
遗

第
一
期
大
世
界
演
艺
夜
市
昨
晚
落
幕

马勒《c小调第二交响曲》相继奏响

上海爱乐新乐季
双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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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朱渊）8月 28日及昨晚，在相距 2000

公里的兰州和上海，在艺术总监张艺的执棒下，上海爱乐乐
团分别在兰州音乐厅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以古斯塔夫·马

勒的交响巨著《c小调第二交响曲》拉开新乐季序幕。值得
一提的是，女中音歌唱家王宏尧、女高音歌唱家李晶晶以及

兰州交响乐团、兰州音乐厅合唱团、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合唱团此次也鼎力加盟双城开幕，近 260人的超大阵容演

绎让观众酣畅淋漓。

虽然受疫情影响演出市场尚未完全恢复，但这样一部
伟大作品的上演，依然吸引了不少乐迷和专家到场。整部作

品激昂交错、跌宕起伏，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将生命蕴含的
精神色彩表现到了一个新高度。优美的和弦，天籁的合唱，

传达出一种博大、高远、深厚的精神境界，赢得在场观众热
烈的掌声，更为整场交响乐画上了圆满的句?，这不仅仅是

一场波澜壮阔的交响史诗，更是一种直击灵魂的精神洗礼。
昨晚的音乐会延续“线上+线下”的方式呈现，在优酷、

央视频、央视音乐、古典音乐平台 amadeus.tv、奥地利音乐
频道等海内外平台进行直播。

    近日，《长安十二时辰》 将推
出动画版的消息公布， 一石激起
千层浪。去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
剧版《长安十二时辰》凭借着精美
的服饰、布景以及雷佳音、易烊千
玺等主演的演技和人气， 获得了
观众的认可。 此次曝光的动画版
预告片，场景、剧情与剧版如出一
辙， 就连人物面容也全部按照演
员的样子刻画。 这番完全“复刻”

的做法，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和电视剧一模一样，我为什么还
要看动画？ ”

动画何须完全
“复刻”真人剧

《长安十二时辰》动画版预告片引争议

技术发展
催生“写实派”

随着三维动画制作技术的
进步，一些国产动画作品开始追

求“真实感”，《长安十二时辰》动
画版便是其中之一———片中的

场景和角色模型都设计得相当
写实，连人物的睫毛、眉毛都根

根分明，表情、动作也力求贴近

真人。
其实，在《长安十二时辰》之

前，“写实派”的三维动画已有先
例。上个月开播的国漫《凡人修

仙传·风起天阑》（简称《凡人》）
甚至已经抛弃了传统三维动画

的制作流程，转而采用了全程真
人动作捕捉的方式制作。原本，

动画角色的一颦一笑都是“无中
生有”，不可能与现实生活中一

模一样。但《凡人》中三维动画模
型的动作数据全部来源于真人，

这使得角色的种种微表情、小动
作都格外真实、细腻、传神。不

过，这样的技术革新和呈现效果
也引来了大家对真人剧和动画

边界的思索：“《凡人》到底还算
不算是一部动画？”

过分写实
掉进“恐怖谷”

虽然《凡人》的制作过程有
了真人演员的加入，但真人捕捉

的数据并不是采集以后就直接
照搬使用的，而是由动画师进行

多轮调整，再映射到制作好的角
色模型上。所以归根结底，《凡

人》还是一部三维动画。

以往，三维动画主流的审美
风格，要么是帅气美型，要么是

夸张搞怪，写实是近年来技术发
展才催生的一个崭新流派。《凡

人》等作品一直在真人剧与动画
之间谨慎地寻找符合大众审

美的“写实风”。相比之

下，动画版《长安

十二时辰》的美术

风格有些简单粗暴———光是动画版

“张小敬”那张与雷佳音一模一样却
又僵硬了几分的脸，就让不少观众

看得“毛骨悚然”。“一般来说，动画
角色越接近真人，就会越招人喜欢。

但如果太过于接近真人，又反而会
让人觉得恐怖，这就是‘恐怖谷’理

论。”《凡人》的动画总监翁志力解

释，“从早期的模型开始，我们就做
了很多二次设计，让动画角色的脸

型与真人有一定程度的区别，避开
‘恐怖谷’。”

完全“复刻”

何必看动画

《凡人》的写实风格赚到不少
好评，《长安十二时辰》动画版预告

片收获的质疑声音却有些大。一条
获得近 8000?赞的热评道破了玄

机：“动画的功能不是重复现实。”
《凡人》中最为出彩的武打长镜头

是现实中难得一见的，而《长安十

二时辰》动画版预告片始终在努力
还原剧版。一味模仿，如何超越？技

术的进步可以解决三维动画模型
穿帮、动作僵硬等问题，但单纯追

求画面细腻、动作流畅，“人造人”
始终不可能比得过真人。

其实，相比实拍影片，动画创
作拥有更高的自由度。曾有人将动

画比作一场瑰丽的梦，梦里天马行
空，一切皆有可能。动画角色可以

因作者的设计随意改变长相、身
材、气质，不为演员本身的外形条

件影响，也可以超越人体极限，做
出真人演员无法做到的动作；动画

镜头没有实体，可以不受空间调度
的局限，完成实拍影片无法完成的

分镜，一些精彩但拍摄难度很大的
长镜头也能在制作过程中进行逐

帧调整，达到完美的效果……如何
发挥动画艺术的优势，展现其独特

的魅力，才是作品制胜的关键。
本报记者 吴旭颖

■ 国漫 《凡人修仙传·风
起天阑》场景

■ 演艺夜市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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