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狭义的“演艺大世界”指的是环人民广场演艺聚集区，算上明天

发布开幕消息的黄浦文化中心 · 大上海剧场，这一区域的专业剧场已经

达到  家——包括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人民大舞台等等。广义的“演

艺大世界”就是整个上海——上海的专业剧场数量已经超过  个，目前显然还

在增长。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原本对剧场并没有很专业的要求。但显然，随着市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丰富，要求越来越高，专业剧场也逐渐进入了居民区乃至深入到城市

各个角落。黄浦文化中心 · 大上海剧场，就是在中心城区中位于区级文化馆内技术配置最高的

专业剧场。而即将于下月启幕的西岸大剧院，则是上海大剧院继在杨浦区输出管理技术、

打造     剧场之后与徐汇区合作的大剧院。此前，总部在北京的保利剧院院线已经

在沪拥有了5个剧场，分别与不同区政府合作，在浦东新区、嘉定区、松江区、闵行区

等打造了各具风格的“家门口的剧场”，丰富了长三角观众的观剧选择……

观剧，是文艺生活中相对票价高一些、欣赏门槛也高一些的艺术门类。

观剧人口的增长，也与身边的剧场数量增加不无关联。与此同时，静安

区拥有静安 · 现代戏剧谷；黄浦区致力于打造“演艺大世界”环人民

广场一带的观剧氛围，每年还会举办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戏

剧，是最为综合的艺术品种，也是包括影视等所有视觉叙事

艺术的基础。

剧场的增长，就是城市软实力最鲜明的外在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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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时节，徐汇滨江水岸格外热闹，市

民游客在午后暖阳中沿江漫步，波光粼粼的江

面泛起涟漪。水岸边，一座有着水波纹立面的

艺术殿堂——上海西岸大剧院正在悄然苏醒。

这座由百年工业遗址蜕变而来的滨水艺术地

标，诉说着过去与未来。

即将于3月开门迎客的上海西岸大剧院，

日前进行了一系列的压力测试。试运营期间，

剧院举办了多媒体音乐会《情书》和喜剧秀《西

岸喜剧之夜》等惠民演出，市民观众纷纷前来体

验。有人将“初体验”的感触分享在小红书：“走

进西岸大剧院，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艺

术世界。镜面吊顶的光影交错，还有无处不在

的江景，每一步都像在画中。”

上海西岸大剧院位于徐汇滨江板块，毗邻

GateM、油罐艺术中心、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和西

岸美术馆，由丹麦SHL建筑事务所设计，总建筑

面积约23000平方米，地上4层，地下2层。其

外观设计灵感来源于“水岸涟漪”，与黄浦江的

波光粼粼相互呼应。

剧院的外立面采用流动的曲线设计，仿佛

是江水的波纹在建筑表面轻轻荡漾，大面积

的玻璃幕墙让室内外的风景融为一体。日

出东升时，水光折射在剧院墙体，水波的

动感尤为清晰；而落日余晖下，剧院倒

映在江水中，更加如梦似幻。

步入剧院，率先映入眼帘的是

自然气息浓郁的大堂。温暖的大

地色系陶板，质感和色彩返璞归

真，还兼具吸音降噪的功能。

陶板的纹理细腻，如同岁月

留下的痕迹，与建筑的现

代感形成鲜明对比，让人

置身于一个充满历史

底蕴与现代艺术交融

的空间。

大堂吊顶采用镜

面不锈钢设计，营造

出水面效果，与室外的

滨水区域交相辉映。当

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入大

堂，光影在陶板和镜面之间交错，仿佛是江面上的

波光在室内跳跃。

剧院内设有1673座的大剧场和208座的小剧场，可

满足音乐剧、戏剧、舞蹈、音乐会等多种演出需求。剧院

3楼设有排练厅和艺术教育空间，可用于小型讲座、见面

会等活动。大堂内设有舒适的休息区和咖啡吧，观众可以

在这里享受一杯香浓的咖啡，欣赏江景，感受艺术与生活的完

美融合。

在剧院的东北角，一条延伸至水中的码头栈道仿佛是建筑的

触角，伸向江心，与江水亲密接触。未来这里将成为水上剧场、

舞台等创意空间的一部分。东南角的码头为户外表演提供了无

限可能。从剧场视角出发，透过镜框式的通透玻璃幕墙，能在欣

赏江景的同时观看码头上的户外表演；若站在江对岸远眺，剧院

犹如一幅巨大的画卷，而站在三楼露台看风景的人也成为风景的一

部分。

剧院将于3月启动开幕季演出，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义勇军进

行曲》作为开幕式演出将于4月为这座申城文化新地标吹响号角。未

来，这座设计独特的“城市文化客厅”也将进一步激活徐汇滨江的文

化艺术氛围，为市民游客带来美的享受。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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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大世界”又增加

了一座崭新的专业剧场，还

是在居民区附近的文化馆

里！黄浦文化中心 ·大上海

剧场25日将以国家话剧院

的话剧《苏堤春晓》开台。

作为“大上海艺术公司启幕

展演季”的重头戏，话剧《苏

堤春晓》的导演田沁鑫和主

演辛柏青明天将抵沪亮相。

“城市梯田”
融于城市风景
位于中华路、

河南南路拐角处

的黄浦文化中

心 · 大上海剧

场，是上海中

心城区中难

得的一座身处

区级文化馆里

的新建专业剧场，

从动念到开台，历

经了8年。剧场整体建

设指标超过了一般文化

馆剧场的要求，对标专业

剧场的硬件指标，仅在外观

上就更接近追求艺术美学

的专业剧场。

剧场相关负责人透露，

整个剧场外观的设计主题

是“咫尺山水、城市梯田”。

在河南南路以写字楼为主、

中华路住宅楼相对集中的

“背景”下，这一剧场营造出

一种似乎“身在远方”的惬

意空间。纯白的色调与透

光的格局，星空顶与弧线

墙，使其在周围环境中脱颖

而出，甚而有一种“行云流

水”的意境美。据悉，这一

美学设计理念，还注重镂

空、透光，不仅使得剧场内

能看得见城市风景，也不会

对周围尤其是住宅区形成

压迫感。

设计团队的第一稿方案

是一幢圆柱体建筑，但是考虑

到可能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周围居民区的影响，修改了方

案，成为“城市梯田”的“台阶状”。如此，剧场所在的黄浦

文化中心整体使用面积大大减少，但是完全不影响周围

居民的生活，还为城市带来了一座全新的文化地标。

区文化馆
满足市民需求

这里也是黄浦区文化馆新址，因为融入了大上海

剧场等公共文化新空间，使得整体建筑在功能上“升

格”为黄浦文化中心。据黄浦区文化馆馆长高雯珺介

绍，原本一街之隔有蓬莱电影院——但是自上世纪

90年代这家电影院拆迁后，这一带常年缺少公共文

化空间。黄浦区作为最中心的城区，地价寸土寸金。

20多年前，黄浦区文化馆“蜗居”在南京路步行街某

商厦一隅。2011年，黄浦区与卢湾区两区合并时，黄

浦区文化馆就挂牌在卢湾区文化馆所在地的重庆南

路上。直至如今，黄浦区文化馆搬到中华路，成为“城

市梯田”。

黄浦区文化馆的硬件“三级跳”意味着黄浦文化

中心 ·大上海剧场，不只是一个千人位的大剧场，还包

括大上海新空间——一个座位数为270个的小剧场

以及近300平方米的共创空间……这些空间今后可

以开展艺术沙龙、美育工坊、国风雅集等社会大美育

的相关活动，满足周边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开台大戏
呈现“两创”

2月25日至3月2日，为大上海剧场“开台”的是国

家话剧院的新作之一——《苏堤春晓》。该剧以非线性

叙事结构，亦庄亦谐地呈现了苏东坡的一生际遇。全

剧凸显了宋代美学，创新使用山水画影像，营造了亦真

亦幻、浩然大气的舞台空间。宋代服饰的文雅与现代

的活泼灵动结合，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鼎盛时期“宋”

之风骨、气象和韵致。辛柏青演绎的苏东坡，展现了一

个诗人的豪放与惆怅，一个政治家的抱负与起落，一个

文人为官刚正、为人率真的性情，一个丈夫对亲情的不

舍与思念，一众士大夫对家国的赤忱之心……国家话

剧院院长、该剧导演田沁鑫表示：“《苏堤春晓》与大上

海的相遇，是历史文脉与当代剧场的共振。苏轼的‘守

正创新’精神，恰与这座城市的基因共鸣。”

随后，上海民营院团缪时客接棒，将在这里上演音

乐剧《长安十二时辰》。歌剧《青衣》、话剧《黑暗降临时》等

一批剧目也将亮相开幕季。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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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
就在身边增长

□ 朱光

■ 大上海剧场内景

■ 上海西岸大剧院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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