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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围炉

取暖，也需要以

文艺带来的温暖

克服现实的难。

自疫情起，剧场

演出就遇到两

难：如何在确保

防疫到位的前提

亦即减少观众人

数的情况下，依

然能确保高水准

的演出且至少保

持文艺工作者的

收支平衡。上海

剧场界，交出了

颇有分寸感的高

分答卷！

上海剧场和

文艺工作者首先

破除了演出空间

的“封闭性”，向

户外以及各种零碎空间拓展出“演

艺新空间”，亚洲大厦这样原本是

办公楼的格子间、在文化广场的户

外舞台、在上海大剧院的咖啡厅，

甚至在商场、实体书店里的小演

区，都成为演员活跃的地方。场地

的变化又催生了形式的多样，在咖

啡吧里的音乐剧、在商场一隅的脱

口秀等，坐几十个观众顶多二三百

人就能开演，以至于这两个项目成

为当下年轻观众最热爱的演艺形

式。音乐和喜剧，都是负面情绪的

解药。

其次，上海剧场界创意十足，

在剧场里可以做的事情也越来越

多。民乐驻场节目《海上生民乐》

也成了“三件套”——先在草坪上

看上海音乐厅的外墙光影秀、再去

四楼兜一圈体验多媒体艺术展《何

似在人间》，知晓民族乐器的丰富

表达，最后去音乐厅里体会从远古

一路顺着丝绸之路走来的中国民

乐之源远流长和五彩缤纷，甚至整

个音乐厅的穹顶和四壁也都有光

影，随音乐舞动。

在未明未暗之际，最需要光明

与温情。这些，在剧场演出的文艺

节目中，都能点点滴滴地汇聚成前

行的力量！

根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昨天下午发

布的数据，2021年度上海剧场及演出场所

的总演出场次达到24681场，恢复到了疫情

前的演出场次水平。市演协去年底对上海

45家专业剧院70个剧场以及50家演艺新

空间进行了统计，去年24681场中，剧场演

出场次共8894场，演艺新空间演出场次共

15787场。首次计入考评的演艺新空间演

出场次已近剧场演出场次的两倍。

统计数据显示，专业剧场的总场次已基

本与2019年持平，整体演出数据较2020年

有强势复苏——场次增加了76%，人次增加

了61%，收入增加了125%，整体进入正向发

展。剧场收入中，话剧市场表现最佳，场次

达2145场，票房达2.09亿元，观众达99.8

万，占据演艺市场观众整体的24.1%。音乐

剧、音乐会、儿童剧等演出门类均名列前茅。

再过9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即将

在美琪迎来它的第400场演出。去年，“电

波”和《朱鹮》共同创造了“舞剧驻演元年”，7

月开启“驻演+巡演”模式以来，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和《朱鹮》完成了近百场驻

场演出，吸引受众10.54万人次，剧场

票房达3545.03万元。

优秀的驻场演出已成为代表上海城市

软实力的文化名片，许多观众通过《渔光曲》

领略到了“最上海”的神韵魅力。在这里，不

仅有新观众，更有20刷、30刷的老朋友。

同样热演的驻场秀还有去年6月9日在

上海马戏城试首演的《时空之旅2》，至2021

年底演出了96场，接待观众近8万人次，票

房收入1334万。其中，国庆假日期间单场最

高票房收入36.5万，刷新了时空之旅2005年

以来单场票房纪录和黄金周票房纪录。

在沉浸式作品不断涌现的今天，2016年

首演至今的沉浸式演出《不眠之夜》依旧保

持着超高的人气。从观众结构来看，《不眠

之夜》的外地观众比例由2019年的45%上升

到2021年54%，不仅辐射长三角及其他城

市，还开启了线上演艺全新旅程。

从演出内容来看，面对海外大戏缺位的

现状，上海音乐剧扎根本土，飞速成长。

2021年，有148部音乐剧上演，《赵氏孤儿》

《罗密欧与朱丽叶》《沉默的真相》等，均在演

出场次、观众人次、票房收入排名前列。年

轻态喜剧市场也在飞速崛起，全年脱口秀在

专业剧场完成660场演出，观众人次14.3

万，剧场票房1171.12万元。

随着文化体验场景和消费模式的不断

变化和创新，越来越多的专业剧场开始打开

思路、积极创新演出项目，城市空间及商业

体也纷纷转变，让闲置场地成为充满活力的

演艺新空间。2021年是亚洲大厦（见上图）

演艺新空间井喷的一年，大厦22个剧场满

负荷运营，今年有望开到40个剧场。

上海多家专业剧场积极探索“演艺+”，

以跨界方式融合其他业态发展。凯迪拉

克 ·上海音乐厅不仅有公益音乐品牌“音乐

午茶”，还和浦东香格里拉酒店推出了“海上

蓝”下午茶套餐，让更多市民有机会走进这

幢古典风格的建筑谈天说艺。四楼曾经的

餐饮空间如今成了策展空间，与3D墙体秀

（见下图 记者 王凯 摄）以及驻场音乐会

《海上生民乐》组成了城市演艺新产品。沪

上涌现的一系列新案例已经超越了市场过

去对“演艺”的单一认知，成为“城市空间再

发现、城市传统再连接、城市元素再结合”的

全新表达。

本报记者 赵玥

坐落于浦东新区迎春路、合欢路、锦绣路

与世纪大道围合而成的绿地中的上海图书馆

东馆，建筑单体宛如一块乳白色的“玉石”，落

入一片绿色园林中，在冬日的夕阳中泛出温

润的光晕。昨天这块“玉石”发出了“淙淙之

音”，吸引大家前来聆听——“乐听阅享”阅读

活动在上图东馆2F“东方书院”区域多个导赏

室和B1红厅举办，这也是上图东馆在正式开

馆前进行的一次公测。本周末，“东方书院”

区域首次迎来“乐听阅享”活动的读者公测。

“乐听阅享”是基于大阅读的新概念，由

上海图书馆和典易影音推广机构共同策划，

打造全民沉浸式的乐读体验的新平台。秉承

“用音乐推广阅读，用阅读普及音乐”理念，在

图书馆搭建高端音响和音乐的结合，打造“一

首曲，一套音响，一本书”的新融合模式，为读

者提供沉浸式的乐读主题活动。

红厅所在的B1层，还有黄厅、蓝厅、绿厅

和一个剧场。进行测试的红厅，在功能上定

位于服务室内乐演奏和欣赏活动，同时具备

会议讲座功能。三面环绕的阶梯式座位形

式，舞台下沉，为观众提供更好的演出观感。

2F“东方书院”区域内设肖邦厅、威尔第

厅、德彪西厅、贝多芬厅、阿姆斯壮厅、克拉莫

厅、巴赫厅、门德尔松厅等导赏室。本次活动

邀请T+A、PIEGA、阿卡贝拉等一众 HIFI品

牌，为广大影音爱好者准备了40余场古典音

乐导赏会和两场主题讲座，还有几款高端音

响首次亮相上海图书馆东馆。上图东馆还将

推出馆藏唱片知识库，提供数字化唱片和个

性化服务，支持用户查阅、探索和欣赏优秀曲

目，了解唱片背后的知识。

电梯上到上图东馆5楼，设有1000平方

米的音乐主题阅览区，整个区域分为阅读区、

活动区、展览区，三个部分呈倒品字形分布。

区域内陈列中外文音乐主题图书及工具书

5000余册，乐谱近9000件，中外文期刊十余

种。活动区内设有演奏室、影音欣赏室、音乐

欣赏室、音乐创作室，其中的演奏室具有录音

功能，里面还有一架斯坦威钢琴。阅读区设

有六台数字阅读电脑。展览区内策划的第一

个展览将是关于海顿的生平文献。

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介绍，上海图书馆

定位是新一代全新智慧图书馆。他说：“前辈

为我们积累了许多音乐财富，许多重要历史

时期的音乐都藏在深闺人未识。上海图书馆

做过一些整理和拯救工作，早在上世纪90年

代，馆里就有了装备百万级别的音乐欣赏室，

但对于浩若烟海的有声资料库来说，仍然不

够。阅读不仅仅是视觉的，还有听觉和触觉，

人类的五官都可以参与进来，阅读内容的数

字化、可视化带来了更广义的阅读使命。”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聆听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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