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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神之名复苏1812年“隆冬夜中的莫

斯科贵族舞会”，现场模拟了剧场池座带来的

360度沉浸式观赏体验……昨天，即将亮相的

国际制作版百老汇沉浸式音乐剧《娜塔莎、皮

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在上海西岸美高梅

酒店举办了“复苏的花神”主题发布会。

该剧将于今年12月29日至明年1月1日在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开启预演，明年1月13日至3

月3日将正式登陆交通银行前滩31演艺中心大剧

场开启亚洲首演，以全英文的形式连演51场。

《大彗星》由上海大剧院、西岸大剧院、长

扬文化出品。出品人之一、上海大剧院总经理

张笑丁说：“我们希望以《大彗星》为契机，探索

国际音乐剧运作新模式，借力百老汇产业优势，

发挥上海大剧院的平台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

促进中美等国音乐剧的人才交流与文化合作，

努力做大以音乐剧为代表的演艺市场‘蛋糕’。”

音乐剧《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的文学

巨著《战争与和平》，鬼才创作者戴夫 ·马洛伊

选取了原著第二卷第五部七十页的剧情内容，

提取书中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作为主要

角色，重新建构了一部新颖的沉浸式音乐剧。

该剧于2016年登上百老汇，次年斩获“托

尼奖”最佳音乐剧场景设计奖和最佳音乐剧灯

光设计奖项。此番从美国百老汇引进上海的

国际制作版本，由中国音乐剧团队与美国百老

汇团队联手打造。在百老汇编剧、词作、曲作

等原班核心主创的基础上，在上海、纽约两地

同时招募演员，采用国际化的舞台创制模式。

作为音乐剧《大彗星》原版的作词、作曲、

编剧，戴夫 ·马洛伊将在下月来沪参与幕后工

作，他发来祝福视频：“我从没想过《大彗星》能

走这么远，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段不断再创造的

旅程。”

导演、编舞克洛伊 ·特里特期待这个呈现

复杂人性的热烈故事能触动中国观众：“它能

从托尔斯泰的书里走到舞台上，正是这颗‘大

彗星’的魅力所在。”中方导演周笑微和杜凯翔

也表示，这一版《大彗星》将是很特别的。

本报记者 朱渊

作为演员，她曾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

奖梅花奖的获得者；作为导演，她有过五部导

演作品同时入围一届文华奖的“传奇”。她创

造力充沛，近年来执导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

长征》、昆曲《瞿秋白》、评剧《母亲》、秦腔《王贵

与李香香》、沪剧《敦煌女儿》、粤剧《红头

巾》……好戏连台。

“《红楼梦》是我的创作之梦。用古老的赣

剧，也用青春的队伍演绎它。承接传统的源

脉，也面对当下的审美，我看重这样的创作。”

今晚，张曼君导演的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

表演艺术奖申报剧目青春版 ·赣剧《红楼梦》将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

张曼君演过很多戏，也导过很多戏，但接

受专访时，她好几次强调说：“在我心中，有一个

始终不变的梦，就是《红楼梦》。”《红楼梦》被成

功改编过太多次，无论是87版电视剧还是徐玉

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抑或是梅兰芳先生早年

演过的《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和《俊袭人》，还

包括昆曲、评剧、川剧、黄梅戏陆续的精彩演绎。

这一版《红楼梦》在继承赣剧传统唱腔的

基础上，在时空叙事上进行了诸多创新性探

索，导演将大观园富丽堂皇的辉煌景象以诗社

集会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通过“结社”“兴

社”“衰社”“散社”四场戏，对鸿篇巨制进行了结

构上的重组，《咏菊》、《咏白海棠》等脍炙人口

的红楼诗社名篇珠玉般点缀其间，串联全场。

在剧中，诗是一种语言形式的表达，更是

一种意境氛围的营造。舞台上没有现代化的

炫目大屏，也不见浓重的色彩堆叠，在“青葱”

“月白”“绛紫”等若有似无的清雅底色上，或疏

疏朗朗的几个字，或干干净净的一枝花，以中

国画的大写意方式悄然烘托着剧情的跌宕。

被问到如何真正接榫赣剧古典格调与现

代人的审美诉求？靠弋阳腔与青阳腔古朴厚

重、不失传统的悠扬旋律，也靠富有朝气的青

年演员、简约雅致的舞美设计，还靠不断的打

磨和改进。直到昨天导演仍在一遍遍不厌其

烦地跟演员抠细节、对台词、练动作。排练现

场，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再来一遍”，只为

把最好的效果、最美的风采呈现给上海观众。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国际班底+创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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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梦始终不变
——记赣剧《红楼梦》导演张曼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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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5万名选手参赛，辐射上海核心

商圈超20个，超过13家直播平台共同推

广，本赛季直播收视超2.1亿人次，全年赛

事总曝光量达14.7亿……究竟是什么样的

赛事，能写下这么多耀眼的数字？这便是

上海自主创新的品牌赛事第二届虚拟体育

公开赛。

昨日，2023赛季上海虚拟体育公开赛

总决赛落幕。在这座城市已经拥有如此之

多的世界一流精品赛事之背景下，这个创

在当下，意在未来的虚拟赛深意几何？

降低运动的门槛
作为国内首个虚拟体育综合性赛事，

上海虚拟体育公开赛自创立以来，始终以

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自主品牌赛事为目

标，通过将最前沿的虚拟科技与体育运动

相结合，为参赛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突破

地域限制的虚拟竞技世界。

今年第二届赛事开赛以来，在赛程赛

制、奖金激励、技术软件等方面都进行了拓

展与创新。赛事项目由5项拓展为7项，共

计完成7个海选赛段和36场单场赛事。单

是总决赛，便汇集了来自全国34座城市的

顶尖选手和专业俱乐部。在现场，上百位

选手在舞台上跨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虚拟体育，向下，是希望走向最普通的

市民，通过技术手段降低运动的门槛，降低

参加赛事的门槛。前段时间，有北京某区

政府来上海取经。赛事主办方上海久事体

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杨亦斌举例：“他们也想办虚

拟赛事。从这一点来说，虚拟赛事并不是

高高在上的。我们的比赛又与电竞赛事不

同，这是真真正正坐在器械上，能够运动起

来，能够出汗的。虚拟的现场环境，真实的

运动竞技，两者相结合，突破时空与场地的

限制。”从之前的F1电竞，到过去两年的上

海虚拟体育公开赛，走在全国先的上海累

积了相当多的技术和竞赛的经验。

这不是一项很快就能获得盈利的赛

事，这也不是立即就能看到回报的赛事。

为什么如此坚定地去投入，去支持？杨亦

斌说：“首先，我们相信将来的体育产业之

中，一定有虚拟体育的一席之地。其次，我

们的初心就是让更多人获得体育的快乐，

虚拟体育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说到底，它

满足了老百姓对美好体育生活的向往。”而

最后一条，是在比赛中意外的收获。“虚拟

体育对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有着明显的作

用。而且在比赛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

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以本次

虚拟公开赛为例，

在滑雪比

赛中就涌现了

许 多 优 秀 人

才。“上海人并

没有雪上运动

的基因。但在

比赛中发现，我

们的一些选手

和冰天雪地里

成长起来的孩

子 相 比 并 不

差。”在滑雪赛

获胜的孩子，都

获得了去云顶

体验真雪的机

会。经过真实

场地的检验，他

们真的行。

探索全球的引领
虚拟体育，往上，是一种探索，探索使

上海成为全球的引领。放眼国际，虽然上

海体育、中国体育日渐蓬勃，但因为起步较

晚，在商业体育的领域，我们一直在追赶。

“但在虚拟体育这方面，全世界的起步几乎

相同，甚至因为我们布局早，如今放眼全

球，可以说上海甚至是领先的。那么未来，

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虚拟体育行业的引领

者呢？”

全球有约30亿人玩电子游戏，超过5

亿人对电子竞技特别感兴趣，其中包括虚

拟体育和模拟体育，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为

34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一点让国际奥委

会非常看重。在2021年，国际奥委会举办

奥林匹克虚拟系列赛，随后又在今年举办

了首届奥林匹克电子竞技周，结果都大受

欢迎。可以看到，这已是大势所趋。

摸索着，成长着，上海虚拟公开赛的影

响力正在外溢。不久前的虚拟赛艇沪港杯

就是小试牛刀。依水而建，因水而兴，从香

港维多利亚港到上海黄浦江，两座滨水城

市的水上运动，在虚拟赛中有了新链接。

明年，上海虚拟体育公开赛还会有更大的

动作。“我们计划要开辟欧洲赛场、美国赛

场。与中国上海同步，一起感受虚拟体育

突破时空的魅力。”

上海的国际形象注入了新的元素，上

海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有了新内容。走

在全国先，要让世界看，上海虚拟体育公开

赛，助力上海提升“世界影响力能级”。

本报记者 华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