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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生一串 3》的足迹迈进齐鲁大地的

淄博、彩云之南的勐海，还有西北边陲的伊犁、
云贵高原的安顺；当“寻味官”谢霆锋即将带着

苏炳添、高圆圆、丁真和他的小马珍珠，在野趣
横生的自然和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中，开启《百姓

的味道》；当入冬转冷，《大地私宴》《夜宵江湖》
《生活如沸》即将陆续上线……在暖胃养膘的助

攻名单里，最显眼也最令人期待的，是陈晓卿团

队带来的《风味人间》第三季。
《风味人间 3 ·大海小鲜》下周日将在腾讯

视频全网独播。还是同样的配方———由稻来传
媒、企鹅影视联合制作，陈晓卿、李勇担任总导

演，但主角变了———遍尝各国美味之后，《风味
人间》第三季将视角转向我国本土海鲜美食，带

领观众感受不一样的海洋与海味。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产品出口国，也是

海鲜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年均 6500万吨海
鲜消耗量背后，撑起的不仅是近万亿的巨大消

费市场，还饱含着全国各地对海鲜的深沉热爱，
深藏着国人对于大海的敬畏和感恩。

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共同组成
了中国无限辽阔的蓝色国土，近三分之一的中

国人以海为生。无论是藻鱼虾还是螺贝蟹，名

字到嘴边，口水就流了下来。同样是海，出产的
滋味会一样么？《风味人间 3 ·大海小鲜》告诉

你：中国四大海域出产的海鲜，不仅种类不同，
滋味和烹饪方式也天差地别。从南到北，主创

团队逆风逐浪，不仅和海上恶劣的天气状况作
斗争，还要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呈现出别样的

新鲜感。

“一张方寸餐桌，一瓢盘中春秋”，《风味人

间 3 ·大海小鲜》不仅将呈现我国本土海味，更
一如既往地挖掘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

海鲜，或许是内陆人的奢华点缀，但却是

海边人的三餐日常。无论是徒手、坐船还是拉
网，海边人从未畏惧大海的一次次威胁，他们

扎根，生存，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饮食风物和
人间故事。不同于农夫的“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为了捕获到新鲜的食材，整个拍摄团队经
常天不亮的时候就要摸黑出海，只为捕捉到渔

民们最真实的捕鱼全过程。

《风味人间》制片人朱乐贤表示，美食固然
令人垂涎，但这些深藏在 3.2万公里总长度的

中国海岸线上的动人故事，才是《风味人间》系

列最核心之处。 首席记者 孙佳音

《风味人间》第三季下周日开播

“大海小鲜”中品尝人间百味

文体特写

    不管你之前是否来过上

海音乐厅，量身打造的一步
一景、一景一戏都将带给你

意想不到的演艺新场景。每
一位到场观众会收到一个面

具，为了追求沉浸式的观演
效果，服装组还为喜欢扮装

的观众准备了不同款式和尺

码的服装，让他们也能成为
真正的“剧中人”。

从音乐厅的北厅推门而
入，金色与海上蓝组成的雕

花穹顶，与富丽堂皇的旋转
扶梯，如同是一个时光隧道

的入口，把观众带回到了一
百多年前巴黎著名交际花薇

奥莱塔的家中。二楼回廊上，
女高音歌唱家宋倩扮演的薇

奥莱塔正唱着《茶花女》中著
名的咏叹调之一“他也许是

我渴望见到的人”，华丽圆润
的嗓音直穿大厅，环绕于每

一根立柱之间，扣人心弦。当
薇奥莱塔回忆起阿尔弗雷多

对她说过的话，男高音歌唱
家于浩磊的声音则从角落传

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曲终人散，观众们被引
导至音乐厅西侧，翘首以

盼。二楼阳台的门打开，“罗

密欧”与“朱丽叶”靠在窗台
边，彼此的距离一点一点拉

近，一曲经典的二重唱“走！
我原谅你”荡气回肠。本来在

银杏树下拍照的市民循声而
来，共同见证“罗朱”的情深

意切。

越来越多的演员加入
进来，他们成了下一曲《饮

酒歌》的合唱队，“薇奥莱
塔”和“阿尔弗雷多”也从一

楼走出，在台阶上邀约观众
一起高唱《饮酒歌》。观众中

熟悉这首威尔第名曲的人

不在少数，宋倩和于浩磊领
唱，人群中同样可以听到合

唱的歌声。
精彩的演出仍在继续，

音乐厅的南厅里，另外一对
恋人又将经历一场遗嘱风

波，他们是普契尼独幕歌剧
《贾尼 ·斯基基》中的劳蕾塔

和里努乔。在演员们的带领
下，观众如亲历了一场关于

亲情、爱情与金钱的搞笑闹
剧，其中经典唱段“我亲爱的

爸爸”与“佛罗伦萨像一棵开
花的大树”更是引发满堂彩。

    作为今年“艺树计划”的收官大

戏，这台“‘走进’演艺新场景———阳

台歌剧”没有搭出一个阳台，而是完
全借助音乐厅的内部构造与装潢，

甚至灯光也都尽量使用了自然采
光，用天然去雕饰的方法，增强观众

的沉浸式体验。由于涉及多个演出
空间，为保证每场戏之间做到无缝

衔接，演出的动线设计经过了反复

推敲，甚至掐表计时。
看完一个半小时的“阳台歌剧”，

观众觉得意犹未尽，与演员形影相随
的沉浸式观演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对

传统歌剧的看法：“不仅是和演员的
距离近了，感觉跟歌剧艺术的距离也

拉近了。”而作为表演者的宋倩表示：
“上海音乐厅的环境让我一下子进入

到歌剧世界的梦幻中，‘阳台歌剧’的
形式也让我一下子回到当年在意大利

求学的时光，让我重温了在意大利斯
卡拉歌剧院看到的歌剧形式。”

据悉，此次首演之后，上海歌剧
院还将对“阳台歌剧”进行打磨和升

级，并作为普及和推广歌剧艺术的
演艺品牌，与更多观众见面。

本报记者 赵玥

化着精致的妆容，在洒
满阳光的午后享用完凯迪拉
克 ·上海音乐厅的下午茶，小樱
和阿菲两位网红博主换上歌剧
演员般的华丽服装，戴上了色
彩鲜艳的面具，充满仪式感地
等待好戏开场。昨天下午，曼妙
的歌声从音乐厅西面的阳台上
传来，上海歌剧院的演员们化
身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
中的阿尔弗雷多与薇奥莱塔，
为市民带来一场“阳台歌剧”。

    歌剧，作为结合了声乐（美声）和

戏剧的舞台艺术， 常让人望而生畏。

“听不懂” 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这

“听不懂”，包括听不懂歌词，听不懂
唱法，听不懂故事……与时下爆款频

出的音乐剧相比，歌剧实在显得有些
高冷。

歌剧诞生在 17世纪的意大利佛

罗伦萨，之后在欧洲遍地开花，它其
实就是数百年前欧洲的音乐剧，内容

既有帝王贵族的爱恨情仇，也有平民
百姓的喜怒哀乐。 一场歌剧，往往万

人空巷，其热度远远超过今天的音乐

剧。 而真正听进去的人，也发现歌剧
并不难懂， 内容有很多表现爱情、阴

谋、欺骗，有讽刺嘲弄，也有轻松搞
笑，比如《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利亚

的理发师》《茶花女》……难怪有网友
看了后发帖说，原来歌剧的故事也这

么“狗血”。

如何让歌剧走近普通人？上海音

乐厅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演员走出
镜框式舞台，来到阳台、大厅、旋转扶

梯， 将歌剧名作中的名段集中演绎，

而戴上面具的观众在精华唱段中体

会音乐的美感、声音的质感、角色的
情感，进而全方位感受歌剧这一综合

艺术的魅力。

无独有偶，最近还有一批“素人”

在大剧院唱起了歌剧。这是大剧院的
“艺树计划” 声乐工作坊推出的培训

班，经过两个月、五节课，34 位声乐
爱好者走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和

歌唱家韩蓬、宋倩同台，用意大利语
合唱《饮酒歌》。

近年来，上海加快文化场馆的建
设，上音歌剧院落成已两年，上海大

歌剧院未来不仅是浦东的又一艺术

地标， 也将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歌剧专
业剧场。 魔都可以聆听歌剧的场所越

来越多了，歌剧演出、创作也将迎来蓬
勃生机。 如何让更多观众走进剧院欣

赏歌剧？ 歌剧普及的工作任重道远。

让侬
听懂

□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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