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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到本报7月22

日《70岁上图寻找历史

见证人》的报道，关于上

海图书馆的童年回忆顷

刻间涌上了知名配音艺

术家、“小鹿纯子”姚锡

娟（见图 洋新洋摄）的
心头。远在广州的姚锡

娟告诉记者，上海图书馆

在南京西路325号刚开

幕不久，自己就以家里的

哥哥姐姐为榜样，学着排

队进入上海图书馆看书，

“1952年，我还戴着红领

巾，刚上初一，那个年纪，就和照片上的五个小女孩相差无

几呀。”11岁的姚锡娟身量矮小，上课被安排坐第一排，

她还是一个调皮捣蛋不用功的小孩子，想学大孩子去图

书馆，进入儿童阅览室又只盯着喜欢的童话书看。

“那时候我家住在西藏南路那边，一直朝北走，走过

人民广场，走到南京路往左手拐弯进入南京西路，要是

往右拐就是南京东路了。”走啊走，姚锡娟走过国际饭

店，走到南京西路的拐角，一抬眼，望见楼顶的大钟，“多

漂亮的地方！”年少的姚锡娟尚未拿到借书证，“但是能

进入上海图书馆，多么令人骄傲！”即使在儿童阅览室

里，也未闻喧闹之声，小朋友们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翻

看一点自己想看的书。那时的静悄悄和偶然响起的翻书

声所带来的神圣感，却让姚锡娟记了整整70年。

“要是对同学说我去过图书馆，是件很自豪的事，他

们都会对我刮目相看。”那时候，若要进入上海市少年

宫，得有一定门槛，而进入上海图书馆阅读却没什么限

制。“上海图书馆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从《安徒生童

话》读起，慢慢地，姚锡娟开始读《卓娅和舒拉》《古丽雅

的道路》等书籍。

有时，放了学，姚锡娟就会到南京西路上的图书馆

看一个下午的书。她也从一个剪着短发调皮捣蛋的“假

小子”变得走路悄无声息，变得“乖”了。“图书馆有一种

力量，一进入馆里，甚至一接近一感受到它周边的氛围，

就让我的心中满满地鼓起了帆，好像自己已然是一名有

追求的少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

海中国画院共同主办的“2022

上海油画作品展”近日在程十

发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是两

年来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油画

创作成果的一次大集结。

展览集中呈现了新时期上

海油画对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

思考，上海五个新城的新貌、

行进中的城市高铁、新农村丰

收场面、直播间、公园老年群

体歌舞……扑面而来的生活

气息传达着城市温度，全方

位、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的精

神气象。

长三角沪苏浙皖文艺资源

一脉相承、各美其美，文艺创作

成果丰硕、各有优势，这些都是

区域文艺事业合作发展的深厚

基础和牢固纽带。这次展览继

续面向长三角地区广泛征集优秀作品，包括“文艺两新”在内的美术家和

美术工作者踊跃投稿500余件，上海以外的作品占比近50%。初评入围

194件，复评入展104件，其中来自苏浙皖的作品占比26%，为上海本地

和外地的创作者同时打开学术视野。

本次展览还邀请了20余位上海知名油画家及总评委作品参展，全

面展示上海油画创作的整体形象。展览共展出老中青三代油画创作

者的130余件作品，以多元多样的风格题材观照着时代和生活，展现出

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时代担当。

在展览举办过程中，主办方还邀请了专家进行展览导赏，并在专业艺

术平台进行现场直播。展览将持续到8月20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未来的观众在哪里？

用情绘出中国好故事
2022上海油画作品展启幕

线上观照人数激增
曾任音乐剧演员，后来从事版

权交易，接着又成为托尼奖百老汇

音乐剧《红磨坊》联合出品方的丁

墾，专事中外音乐剧交流与制作。

他透露，前期，疫情导致百老汇、伦

敦西区乃至全球剧院关门；近日，

剧场重新亮灯，观众回到剧场。同

时，在美国备受欢迎的音乐剧《汉

密尔顿》的线上观看人数暴涨

74%，被称为“汉密尔顿冲击”。在

线上观看一次该剧费用仅为现场

贵宾票单价的7%——而在家看该

剧还不受人数限制。此外，线上调

查还发现，观看线上演出的成年观

众里，有75%的人表示视频会激发

他们去看现场演出的兴趣。

同样，《醒狮》的尝试，一开始

则略有“悲壮”——这是广州歌舞

剧团第二次抵达四川大剧院后不

能按计划上演，上一次也是为了遵

守8个月前的疫情防控要求。此

次，四川大剧院提出把该剧搬往线

上，收取1元钱的象征性费用。不

少热爱这部获第十一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舞剧的观众纷纷表示支

持。直播间涌入近318.9万观众。

在观众席全空的情况下，《醒狮》剧

组依然完成高质量的演出。据透

露，最终收益200多万元，远超预

计的票房收入。

流媒体带来的技术拓展，

让线上演出的形式更为丰富。丁

墾透露，今年托尼奖颁奖礼虽然也

是在线上举行，但是新增了VR体

验。音乐剧《危险心声》就在颁奖

过程中以VR技术的形式表演了片

段，观众还可以通过VR技术体验

某酒店的托尼奖套房。技术，还可

以让身处异地的梅丽尔 ·斯特里普

与麦当娜“同台”演唱。

线下演出仍是首选
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透

露，在国内“剧院依然是捕捉人类

情感共鸣的场所”。喜欢社交、热

爱艺术的观众还是更倾向于选择

到剧场看戏。2019年疫情前文化

广场的全年演出总场次达到至今

最高峰：286场；接待观众数量达

到42.4万人次，总收入高达1.29亿

元。历经疫情的2021年，也有72

台、206场演出上演，观众人数为

22.5万人次，总收入超过8500万

元。最近上演的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让更多年龄段的观众入场。

张洁表示：“文化广场60%的

观众是上海观众；而目前剧场开放

的上座率是50%”，因此仅本地观众

就能支持文化广场的票房。音乐剧

还有特殊的社群文化——95后、00

后在自媒体上的聚合效应会推动票

张销售。但是，大家也认为，线上演

出是回避不了的，就像是小孩子上

网课，上着上着也就习惯了。

并驾齐驱各有所长
综上所述，丁墾预测线上观众

与线下观众会同时发展，但方向不

同，他说：“去线下观摩演出可能会

发展成相对奢侈的消费，例如《汉

密尔顿》最高票单价已经达到

1000美元；而其余观众则选择线

上。”以至于，如今的音乐剧主题与

形式发展形成两大类，一类是传统

的大制作，一类是创新的小制作。

这两类都拥有相应的观众群。

2015年起，上海文化广场就

开始制作中文版或原创音乐剧，

去年，首推自制音乐剧展演，6部

剧目和4部原创孵化剧目，如《我

的遗愿清单》《拉赫玛尼诺夫》

等，在30多个城市巡演了360场，

把上海音乐剧带向更多的二三线

城市。

“电子设备带来的是孤独感，

而人类生来喜欢扎堆”，丁墾认为：

“人们要在角色里看到自己，这就

是今年荣获托尼奖最佳音乐剧为

何颁给《怪圈》的原因。”全球音乐

剧的发展，已经从“大型音乐剧”历

经“点唱机音乐剧”“电影改编音乐

剧”，发展到如今的“现实题材音乐

剧”——无论线上还是线下观众，

都要在音乐剧里“看到自己”，正如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所说：“戏剧，

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

本报记者 朱光

疫情催火了舞台剧的线上直播。上周末
在四川大剧院装完台的广州歌舞剧院舞剧《醒
狮》临时接到停演通知，以1元“票价”转战线
上直播，2万元成本赢回200多万元回报远超
票房收益。那么，未来的观众在哪里？线下还

是线上？彼此之间会形成冲突吗？日前，来自
美国百老汇的资深音乐剧人丁墾在“演艺大世
界——上海国际音乐剧发展论坛”上，通过线
上发言表达了对线上、线下演出的多元发展的
预测。

“坛샖뻧랢展싛첳”式닢맛퇝뗄뛠풪쒣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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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阿忠《通往浦江》

■《狮쪨》照헕 洋新洋 摄

■ 场첳쿖뎡

您还有哪些和上海图书馆的缘分与故事，欢迎投稿至

dushukanbao_sh@163.com，并提供当时的照片，最终将有十位“最

有故事的读者”受邀成为上海图书馆东馆开幕日的荣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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