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上评
昨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传出新闻：中国首个导盲犬剧

院“经理”“艾经理”退休了。而

上海第一条导盲犬正式上岗则

是在    年。这十多年来，导

盲犬从无到有，导盲犬伴随视

障主人出入的场所越来越多，

一个个温馨的画面折射出上海

无障碍环境的巨大飞跃。

近年来，如果你经常看演

出，会发现不少剧场里多了特

殊座位，比如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的视障观众和导盲犬座位，

比如上海大剧院  排加出的

轮椅座位，比如茉莉花剧场在

第一排设置的轮椅座位……在

这背后，是社会各界为了让特

殊人群更多地走进剧场所付出

的努力。

去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期间，主办方想方设法，吸引

了许多残障人士前去欣赏世界

级大师的演出。法国小提琴名

家雷诺·卡普松和美籍韩裔小提

琴家莎拉 · 张的音乐会上，都有

不少特殊爱乐人的身影，陶醉在

美妙琴声中的，就有上海市盲童

学校的  名在校学生和毕业

生。无障碍电影在上海推出也

有十多年了，从志愿者的人工解

说到影院同步放映，现在上海共

有  家商业影院开设无障碍电

影专场，每月放映 场，每年惠

及 万多人次。

无障碍环境是衡量一个社

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上海的无

障碍软硬件环境正进一步提高，

希望新建剧院能设置更多轮椅

座位，希望舞台一角能有让聋人

无障碍观演的手语翻译……未

来，期待所有人群都能便利地走

进剧院影院，共享艺术之美。

共享艺术之美
□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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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你关上一扇窗”到“为你

打开一扇窗”，苏州河的治理与发

展不仅仅是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

市更新换代的鲜活例证，更承载着

千万市民生活点滴的变迁记忆。

昨晚，上海沪剧院原创大型沪

剧《苏河十八湾》在宛平剧院首

演。导演舒悦表示：“苏州河是上

海的母亲河，沪剧是本土地方戏，

创排《苏河十八湾》就希望用最亲

切的语言讲述发生在上海老百姓

身边的故事。”

从昔日的工业重地到如今的绿

色生态走廊，苏州河的华丽转身，见

证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折射

出这座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

升。沪剧《苏河十八湾》将故事置于

苏州河治理贯通这一时代背景下，

以30年治理提升人民生活与生态

品质为切入点，讲述“苏河办”干部

苏云等几代人舍小家为大家，投身

苏河治理的感人故事。

剧中，并没有回避苏州河之前

的“黑如墨”“臭熏天”的事实，唯有

道出这一历史，才能明白如今清澈

的苏州河有多来之不易。而母亲

河的这一变化，背后正是河水治理

代代接力的不易。主创在精简故

事主线、强调戏剧性的同时，加入

了不少噱头，让人看得笑中带泪。

《苏河十八湾》集结上海沪剧

院中生代和新生代演员。扮演苏

云的吉艳萍从小在长宁区周家桥

长大，亲眼看到了苏州河从一条臭

河浜变成如今清澈的河流。她说：

“苏州河里能钓鱼、划船，真的是我

们几代人的梦想。”吴争光在剧中

饰演苏云的丈夫曹炀，他将上海好

男人的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在

他看来：“这一角色虽然是‘隐身幕

后’的人物，身上却有着平凡人的

光辉。”沪剧名角孙徐春也加盟该

剧，他在剧中塑造的“陈治君”一角

丰满立体，情感表达细腻入微。

《苏河十八湾》的音乐创作采

用了电子音乐、流行音乐以及现代

打击乐元素。唱腔设计在坚守沪

剧本体音乐特色的前提下，依据不

同人物的性格特点，打造出独具一

格的音乐形象。舞美设计具有科

技感，多个大屏错落有致地分布，

打破平面化的视觉局限，营造出复

杂多变、如梦如幻的空间层次感。

此外，具有年代感的造型设计

体现了时间跨度以及人物的心理

成长。苏云结婚时的玫瑰花满天

星装饰，以及胖阿姨的高盘头，这

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都是特定时

代流行文化的生动印记。

本报记者 朱渊

日前，阿里影业旗下影

视数智平台灯塔专业版召开

“光影数聚 映见未来”媒体

沟通会。灯塔专业版分析师

现场复盘了2024年电影市

场的主要特征，并对2025年

春节档电影市场进行前瞻性

解读，讨论了单片预售破亿

的速度、春节档能否打破中

国影史单日大盘票房天花板

等热门议题。

在2024年全球票房同

比下降5.6%的背景下，国内

电影市场取得425.02亿的票

房成绩，较历史最高峰值恢

复约七成，恢复率好于全球

均值。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

2024年电影市场用户画像

呈现出95后为观影主力、女

性观众占比持续上涨等特

点，高票房影片的女性观众

占比显著更高。同时，观众

购票决策趋于理性，观众逐

渐养成上映首日后观影的习

惯，对影片口碑谨慎观望，也

对电影内容品质是否过硬提

出更高要求。

从数据来看，在2024年电影市场

内容端，动画、年轻演员主演、极致类

型化影片的拉新能力突出；在宣发领

域，贺岁跨年等档期的“仪式感”特殊

场营销，能够有效拉动预售热情；在放

映端，冷门档期通过经典影片重映等

分线发行手段，一定程度上改善影院

效应问题。令人欣喜的是，重工业视

效大片供应量偏少的状况，

在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有

望得到缓解。

截至发稿前，2025年大

年初一已开启六强争霸格

局，神话史诗电影《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中国影史动

画票房冠军续作《哪吒之魔

童闹海》、武侠电影《射雕英

雄传：侠之大者》、三战春节

档的喜剧悬疑动作片《唐探

1900》、军事战争电影《蛟龙

行动》，以及合家欢动画电影

《熊出没 ·重启未来》等官宣

春节档上映。六部影片中有

五部为IP系列化的续作，“IP

大战”成为蛇年春节档最大

特征。除了IP基础雄厚，还

有类型丰富、特效含量高、主

创票房号召力强等八大因

素，成为业界看好今年春节

档市场表现的原因。

根据实时数据，2025年

春节档影片映前90天至映

前17天，新增“想看”超过

218万，创历史同期新增“想

看”新高，《封神第二部：战火

西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

者》《哪吒之魔童闹海》位列映前想看

TOP3，《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和《射

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累计“想看”人数

率先突破百万。合家欢属性最强、受

众稳定的“熊出没”在历年春节档票房

节节攀升，今年依旧有望继续担任检

验头部影片成色的“梯队判官”。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昨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举

行了一场特殊的“退休”仪式，中

国首个导盲犬剧院“经理”艾杰

到达导盲犬服役年龄，正式退下

工作岗位，将进入新的家庭享受

晚年生活。同时，三只工作犬啾

啾、金娜、恩轲完成学业，也于当

天上岗，为盲人、孤独症儿童提供

帮助。活动现场还邀请了导盲犬

使用者分享他们的真实经历。

“工作犬进剧场”是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助力社会无障碍出

行的重要举措之一，话剧大厦也

是全国首家导盲犬友好剧场。

2013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制作出品的话剧《推拿》邀请导

盲犬珍妮和主人陈燕来到剧场

观看话剧，上话也由此成为了全

国首家接受导盲犬进入的剧

场。2018年，伴随着话剧大厦

的修葺工作，剧场的无障碍设施

也做了升级和完善。

2021年，话剧中心向上海

导盲犬学校聘请了提前退役的

导盲犬艾杰，自此艾杰有了新的

身份——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名

誉剧院“经理”。作为剧场的“名

誉经理”，艾杰参与了“导盲犬进

剧场计划”的宣传推广，并拍摄

了首条“导盲犬进剧场计划”的

公益宣传短片。上话还为“艾经

理”成立特别助理团队，首批志

愿者团队由王一楠、刘鹏、钱芳、

陈山、范祎琳、翟煦飞、贺坪、刘

炫锐等8位上话演员组成。

同年，剧场第一次为导盲犬

举办了毕业典礼，“导盲犬进剧

场计划”在上话全面实行。每周

日下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楼

大剧场 ·艺术剧院的1排13座、1

排19座成为视障朋友及导盲犬

的专属座位，这些场次也会明确

标注在演出的宣传单页上，以便

提醒对此介意的观众，选择购买

其他场次的演出。2023年，三

只中国首批孤独症辅助犬在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举办了毕业典

礼，并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在舞

台上点亮了它们职业生涯的第

一盏灯。

今年，“导盲犬进剧场计划”

将进一步升级，让无障碍剧场建

设的计划可以走得更远,从剧场

无障碍设施建设到员工技能培

训，赋予每一位“他”走进剧场的

权利，让市民能更便捷地走进剧

场，观看演出、拥抱艺术，助力社

会无障碍出行。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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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海声音”
唱母亲河故事
沪剧《苏河十八湾》昨首演

文体社会

中国首个导盲犬剧院“经理”退休

■

﹃
艾
杰
﹄
和
剧
场
的
工
作
人
员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文化迎新

三只工作犬接棒上岗，上海剧场无障碍服务持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