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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文娱

本报讯（记者 朱光）游本昌有

一位徒弟，是戏剧大师黄佐临提倡

的方言话剧的践行者——严顺开。

如今，方言话剧又以贺岁剧的形式，

首登演艺大世界的舞台，并延续了

电视剧《繁花》掀起的方言剧目的热

潮。昨天，汇聚何赛飞、郝平、赵志

刚、毛猛达、黄龄等长三角一流舞台

剧演员的方言贺岁剧《魔都俏佳人》

剧组透露，将于2月4日起在上音歌

剧院连演10场，与观众共迎新春。

与电视剧《繁花》带来的方言热

“撞”上，实属巧合，但也意味着此举

呼应了潜在市场需求。《魔都俏佳

人》剧中，确实邀请了客串电视剧

《繁花》“金凤凰”的黄龄和“杨浦小

六子”的何易，前者为上海歌星，后

者是上海话剧中心的演员。《繁花》

里的“阿宝”胡歌，也向《魔都俏佳

人》剧组发来祝贺视频。这部方言

话剧以沪语为主，夹杂了宁波官话、

陕西话、苏北话等全国各地方言，由

著名编剧赵化南执笔，讲述了在上

世纪30年代的上海，众人围绕着药

材行老板万宝财的家当斗智斗勇，

带来的令人捧腹的阴差阳错的故

事。人物关系设置就颇有看点——

茅善玉扮演毛猛达的“女儿”，黄龄

扮演毛猛达的“妻子”，赵志刚扮演

毛猛达的“大兴女婿”。演员之间的

互相调侃已经颇有喜感。赵志刚

说：“茅老师演22岁的女大学生，也

不能太成熟。”黄龄说：“我竟然可以

演茅老师的‘小妈’，听起来就很‘拉

风’……”演员郝平是陕西人，在剧中

饰演假冒豪门“孔白峰”，“这是一部

具有时代感的喜剧，无论是本地观众

还是外地观众，都能收获欢乐。”

演员本身来自话剧、滑稽戏、越

剧、沪剧等不同舞台艺术门类，身上

也带有各自的“范儿”，需要统一到

方言话剧的整体风格，但是又因为

是方言话剧，因此人物性格的凸显

又与方言密不可分。因而，这也是

一部相当考验导演和演员各自能耐

的剧目。茅善玉与赵志刚相对“传

统”，要跟上话剧导演的“新锐”。毛

猛达是滑稽戏演员，会本能彰显个

人特质，此番要“收回来”。方言话

剧让赵志刚相当兴奋，他说：“方言

能更生动地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让许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事物，迸

发出更多年代感与亲切感。”黄龄也

在加紧做功课，争取说出一口符合上

世纪30年代背景的上海话，“更多人

关注沪语，关注海派文化，是让上海

人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此次《魔都俏佳人》更是“演艺大

世界”推动文旅融合、带动上海节假

日文化消费的一次主动尝试，有望成

为上海的又一贺岁文化品牌。这也

标志着演艺大世界在打造演艺新空

间的同时，也深入原创剧目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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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海出品”之后，“上海创制”的舞台
艺术作品也来了！
昨天，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

的大彗星》在交通银行 ·前滩31演艺中心首
演。这部由中外联合创作演出团队全英文演
绎作品，在原百老汇版本基础上作了全方位
提升。这部由“上海创制”的音乐剧作品，以

其巨大的创新性和突破性，让亚洲剧迷眼前
一亮。
火树银花的星环舞台点亮1812年的宫廷

舞会，“一唱到底”的演出模式带来酣畅淋漓
的视听体验，盛装出席的观众坐于大小星球
内，演员则在围绕于星球的“轨道”上表演，台
上台下共同点亮这个“彗星宇宙”。

此次全新制作的《大彗星》由上

海大剧院、长扬文化、西岸大剧院出

品，上海大剧院创制中心、西岸大剧

院、昱华文化联合制作。此次在上海

登陆亚洲的音乐剧《大彗星》，究竟新

在何处？答案是：在沿着国内音乐剧

创制对接百老汇产业工序的道路之

外，对游戏规则的重新定义。

该剧出品人、上海大剧院总经理

张笑丁说：“上海大剧院所提出的‘引

进、汉化、原创’三步走是中国音乐剧

行业的共识。此次《大彗星》努力尝

试树立国内音乐剧创制的上海标

准——触达百老汇核心版权，选拔

中方创制人才，面向世界组建班底，

加强中外交流互鉴。我们希望抓住

这样的机遇和挑战，去促进国内音乐

剧的新一次转型和探索。”

音乐剧《大彗星》将开启为期一

个半月多达50场的驻演，1月16

日还将举行“彗星之夜”观

演礼特别活动。

本报记者 朱渊

百米母架撑起“彗星宇宙”，追

踪技术让视听更“高清”。为呈现最

佳舞美效果，工作人员拆除剧场前7

排的座位，将观众席与表演区相融

合。韩国舞台设计师吴弼泳另辟蹊

径，从彗星轨道中寻找灵感，将舞台

和观众席置于同一“宇宙”，沉浸式

观剧体验仿佛星际穿越。为了支撑

“彗星宇宙”，布景所需悬挂的装置

用66个数控葫芦置于百米母架结

构，其中包括重达12吨的圆形装置

和1吨重的水晶吊灯。

中国灯光设计师李博文将剧中

所需近600个灯光cue点一一对应，

关键时刻它们不仅用来照明和烘托

气氛，还要表达演员的内在情绪。由

中美两国音响设计专家为《大彗星》

量身定制的65个悬挂音响点巧妙“埋

伏”于舞台各角落，10套TiMax声音

跟踪系统根据舞台调度反复调整，确

保观众感受到被包围的沉浸感。

美国沉浸式音乐剧《大彗星》改

编自列夫 ·托尔斯泰鸿篇巨制《战争

与和平》的第二部第五章，从2012年

于纽约一家新锐艺术剧院初露端倪，

到2016年音乐、表演和舞美等方面

的“进化版”登上百老汇舞台，隔年夺

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场景设计奖、

最佳音乐剧灯光设计和其他10个奖

项提名，再到此次在上海亚洲首演，

《大彗星》让国内音乐剧从业者、观众

赞叹不已。

天幕中五个圆环与舞台上交错

的轨道遥相呼应，华丽壮观的莫斯科

舞会场景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该剧

作品以《序曲》华丽开场，出演主角皮

埃尔的演员库珀 ·戈丁（见右上图）曾

作为“魅影”参演百老汇巡演版《剧院

魅影》。他嗓音条件得天独厚，将皮埃

尔这个人物的迷茫、深沉和颓废展现

得淋漓尽致。这一版本的《大彗星》让

他惊艳，他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舞

台，中国观众值得我最好的表现。”

剧中，娜塔莎感人肺腑的心声

《别无他人》以动人的旋律，表达了少

女对远方的爱人的思念之情。这是

代表着青春、纯真与热情的娜塔莎在

剧中的首个独唱，也是导演克洛伊

“一听到就会流泪”的歌曲。出演娜

塔莎的纳奥米 ·黛安娜（见右下图）首

次在中国登上音乐剧的舞台，年仅23

岁的她7岁时就以童星出道，曾在美

国版“好声音”中一展歌喉，并

拿到八强的好成绩。

演艺大世界首推方言贺岁剧

《魔都俏佳人》
熟面孔不少

梦寐以求中国舞台1 沉浸体验“彗星宇宙”2

踏入剧院“一步穿越”3

尝试树立“上海标准”4

首演现场，观众一步入剧院前厅

就仿佛穿越到1812年莫斯科的冬季

舞会。特别设置的“皮埃尔的书房”，

蘸水羽毛笔、笔座与墨水，复刻了皮

埃尔这位充满哲思的人物写作的空

间，静候着观众们执笔写下属于自己

的心声絮语。直径4米、高近4米的

打卡花墙由多组垂吊金线和百余朵

玫瑰铺就而成。

四大家族席设置了专属管

家对家族席观众进行引导，

服务周到的管家会送上舞台面具，或

是为观众斟上一杯葡萄酒。演出中，

阿纳托尔告别舞会片段，演员会拉起

观众走上舞台，共同分享舞会的欢快

节奏。此次国际制作版上海站限定

周边，还推出了“彗星熊”，参照剧中

憨态可掬的大熊形象，辅以还原剧中

服饰的皮埃尔礼服、娜塔莎斗篷，将

剧中美好瞬间留存于挂

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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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猛达（左）谈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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