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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客栈、泥墙黛

瓦、武功秘籍、女侠豪

杰，“城市集市 ·江湖”扎

营瑞虹天地太阳宫；虹

镇老街、公用电话、简易

乒乓桌、白兰花阿婆，上

世纪90年代的虹口老弄堂在

北外滩来福士复刻（见上图
记者 陈梦泽 摄）；石库门、老

弄堂、老式脚踏车、黑白电视

机，第一百货7楼也变身的老

上海一角……如今，越来越多

的主题街区被搬到了商业中

心，以“沉浸式体验”吸引了各

年龄段的人群前来打卡。那

么，主题商业街区缘何异军突

起？未来又如何从网红变成

“长红”？

和主题乐园一样，主题商

业街区的关键词自然是“主

题”。目前这类街区的大部分

主题是怀旧。“超级文和友”用

几十万件建筑旧物与日常物

品，再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老长沙生活场景，开业后成

了长沙网红地标，随后，广州

和深圳文和友也先后开张。

无独有偶，北京王府井百货大

楼的“和平菓局”堪称一座“老

北京城”——大青砖、窄胡同，

蜂窝煤、小马扎、绿皮火车、大

戏院、照相馆……2000平方米

的空间还原出鲜活真实的老

北京生活。北外滩来福士的

“城市集市 ·里弄”同样走怀旧

路线，打“情怀牌”，人们争相

来这里感受“老底子”的弄堂

市井烟火气。

另一类主题词则是“造

梦”。“城市集市 ·江湖”造出了

一个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一

个闯荡江湖的少年梦；长春的

“这有山”，在红旗街的购物中

心里造了一座山丘小镇，古风

建筑群依山而建，书店、咖啡

馆、杂货店、汉服体验店设在其

中，给人以世外桃源之感。深

圳大仟里的“上河坊”，则搬来

相国寺、开封府、鹊桥亭、梨园

戏楼以及古风巷道、亭子等，打

造了一个北宋风貌的沉浸式主

题街区。

综观这些主题街区，其实

走的是一条商旅文结合的路

子。在街区建构过程中，文化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设计者借助多种艺术手段，将

商业空间戏剧（影视）化。可以说，商业

中心的一层或几层空间直接被打造成

了一个奇大无比的戏剧舞台或摄影

棚。比如，北外滩来福士的城市集市策

划者特邀话剧《繁花》舞美团队，按照舞

美布景的要求重塑城市集市，在道具选

择上也一丝不苟，他们四处收集了大量

老物件，作为现场的陈设。又如北京的

“和平菓局”，鸟笼在墙上挂了一排，花

盆和大白菜整齐地放在

窗台下，旁边停着一辆二

八自行车。时下在舞台

演出中经常使用的多媒

体投影，也运用到了主题

街区的墙面和天花板

上。无数细节的叠加，营造出

了真实的幻境。人们步入其

中，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如同银幕上的光影世界，有的

是他们无比熟悉却无法挽留

的，有的是他们从未涉足却心

所向往之的。

在这个万物互联的年代，

新一代消费体验升级成为商

圈的新机遇。不过，主题商业

街区要想一路“长红”，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网红事

物往往是昙花一现的，打卡拍

照发朋友圈，一次就够了。事

实上，艺术最怕的就是复制，

哪怕是自己复制自己。文和

友在广州就没有获得成功，最

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基本上复

刻了长沙模式，并没有突出广

州本身的城市文化和美食特

色。同样，石库门、老弄堂、旗

袍、黄包车等元素在上海多个

商圈遍地开花，葱油饼、生煎

包、小馄饨也成为标配……正

如一部部老上海影视剧让人

生厌一样，只吹怀旧风的主题

街区终究也会让人审美疲劳。

在“体验”的概念成为当下

生活主流之际，如何让主题商

业街区人气不断？首先，还是

要注重原创。每一座城市，每

一个地区都有自己深厚的历史

和文化积淀，也是取之不尽的

创作灵感来源。挖掘当地独有

的IP，跨界融合，开发丰富的场

景、创造新奇事物、新鲜体验，

进而带来话题，集聚人气。

其次，消费美学的塑造尤为

重要。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们

对“美”的追求永远不变。主题

场景的打造，融建筑、园林、室内

设计、视觉设计以及舞台美术、

历史人文、民俗非遗于一体，都

应体现较高的审美追求，不能为

了夺人眼球而“以丑为美”。无

论整体还是细节都应精雕细琢，

才能让游客沉浸其中，为他们带

来超越消费本身的乐趣。在这

方面，国际知名主题乐园就有很

多可借鉴之处。

最后，还应赋予街区浓厚

的人文气质。讲好故事必不可少。选

择一个适宜的引人

入胜的故事，将其融

入场景，用场景强化

印象，引发游客的代

入感，进而让人共

情，使主题街区成为

一个有灵魂有魅力

的公共空间。

有一部新剧，它的总导演是沈严，他之前的

作品包括《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中国式离

婚》，导演是刘海波，不仅跟沈严搭档过《辣妈正

传》《中国式关系》，还独立执导过口碑相当不俗

的公安刑侦剧《三叉戟》。按理说，这两位导演挂

帅的新剧，故事从全职妈妈重回职场讲起，聚焦

年轻夫妻的矛盾和摩擦，又在沈严和刘海波非常

熟悉的上海，实地取景拍摄，再加上白百何、佟大

为、蒋欣等一众实力演员，《我们的婚姻》开播快

要两周，本该引发热议，火爆荧屏。

但似乎，并没有。网上讨论者寥寥，至今没

有开分，一星、两星、三星的差评倒是不少。收视

数据自然也不尽如人意，不如同期开播的《相逢

时节》，甚至远不及首播结束后在江苏卫视重播

的《人世间》，为何？

首先，婚姻部分有点老套。无论是不甘“全

职妈妈”身份，想要重回职场，女性所面临的现实

挑战；还是全职奶爸进退两难，想要再拾起个人

志向，却不得不为家庭继续付出的尴尬；抑或是

甘于在家照顾孩子、老公，却因为家庭话语权微

弱，不得不承受老公出轨压力的现实……因为家

庭分工所导致的矛盾，是全剧的主要矛盾不假，

但似乎这也是全剧的所有矛盾。有人说，“感觉

编剧很努力了，搜刮网上各种男女议题里的金

句，然后用女主的嘴疯狂输出”，也有人说，“编剧

把夫妻都快写成仇人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

的婚姻》中的婚姻生活是悬浮的，而且还有诸多

的不合逻辑之处。夫妻闹矛盾，让老公睡书房，

一睡睡了十几集，丝毫没有缓和矛盾解决问题的

意图；孩子被绑架，一演好多集，老公不断给妻子

信号，但老婆只顾着在宴会上抢客户争资源，几

乎完全没有顾及老公的“反常”，这样的夫妻压根

就不可能和谐美满地分工合作，过到孩子六岁，

过不到这剧开篇，早已经离婚了。

其次，职场部分有点拉胯。生活剧，职场部

分稀松、拉胯，是大多数国产剧的通病，《我们的

婚姻》也没能幸免。剧中的投行工作，看起来除

了办公室地段好，穿着光鲜之外，并不需要太多

专业能力的积累，甚至不需要一些职场常识和礼

仪。比如，丈夫作为一个被公司老板器重的投资

新贵，伴侣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真的不需要避

嫌？比如，离开职场六年，回来干了一个音乐节

的宣传，就可以直接看项目选项

目了？又比如，老公说要办一张

高尔夫球会的会籍卡，拓展人脉，

也已经重新投身职场的妻子的反

应居然是“工作只要能力强不就

好了吗？”；再比如，当目睹丈夫的

上司包养小三，正义感爆棚地硬

要在一个饭桌上说上一箩筐让对

方难堪的话……套用一句网友的

评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里，

活不过三集”。

再者，编剧在整体故事推进

上偷懒。一个可以把一套房子装

修妥帖，并独自安排搬家事宜的

老婆，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准时接

送孩子上下学，并且照料好家庭

琐事的保姆，任性地雇佣着七点钟要下班回家的

阿姨，让家庭生活的矛盾不断堆积……

无须再多举例。其实《我们的婚姻》的出发

点是好的，把婚姻里的分工和矛盾，掰开了揉碎

了，摆上了台面，犀利的台词更是撕碎了许多人粉

饰太平的美梦。但快要20集了，观众还没有感受

到白百何饰演的全职太太遭遇真正的生活困境，她

只是不断对着老公大叫大嚷，任性又自我，叫人无

法共情；观众也没有感受到佟大为饰演的投行精英

有设身处地地为对方、为“我们”着想，他所做的，仅

仅是一次次解决表面问题，然后任由真正的毒瘤

暗自膨胀、恶化。这样的态度，于夫妻双方，是敷

衍；于整个剧集，同样也是。没有“我们”的婚姻，

自然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婚姻》。

申城入春，万物复苏，一部特别的歌剧正在

上演，这便是让著名男高音石倚洁圆梦“中国王

子”的传世歌剧——由上海歌剧院与匈牙利布达

佩斯大艺术宫联合制作的雷哈尔歌剧《微笑王

国》，时隔三年再次与上海观众见面。

众所周知，三幕轻歌剧《微笑王国》是匈牙利

作曲家雷哈尔继《风流寡妇》之后的又一部轻歌

剧经典，讲述了维也纳伯爵之女丽莎与中国王子

苏城一段未能圆满的异国之恋。采用中国题材，

展现中国情调，普契尼的《图兰朵》和雷哈尔的

《微笑王国》是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两部歌剧，堪

称“姐妹篇”，然而，前者在中国知名度甚广，后者

却鲜有机会在国内上演。

《微笑王国》是近年来石倚洁挑战自我的重要

作品之一，在这之前他曾出演过轻歌剧《风流寡

妇》，但这两部轻歌剧的角色在音色方面差别很

大。《风流寡妇》中角色的音很高，而《微笑王国》苏

城王子部分的中低音区的音特别多。对于一位男

高音而言，唱高音永远会比在低音区唱容易得多，

这就好比顶尖的F1赛车手，要立马转换成一位卡

丁车的顶尖车手那样。但石倚洁做到了。在完成

唱功方面突破的同时，他更是将苏城王子这一角

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他看来，这位王子“脸上强

忍着微笑，内心却在哭泣，这是外人看不到的，也是

全剧的一根主线”。如何把一部轻歌剧中的惆怅、

辗转、温婉的元素向观众呈现出来，可以说，石倚洁

和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家们着实铆足了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歌剧中，观众不仅可

以欣赏到石倚洁饰演的苏城王子，与扮演伯爵之

女丽莎的上海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宋倩再现跨

越文化阻隔的爱情故事，还能看到皮影、画鸟、面

具、廊桥等巧妙糅合东方风韵的舞台布景，这些

细节部分的提升令整部歌剧增色不少，也令舞台

上的中国元素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当代多媒

体技术应用日渐超越传统舞台布景的情况下，这

样的舞台尤为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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