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部 音 乐 剧 的 创 新 精
神，在从上海大剧院筹备期
就开始参与其中的张笑丁眼
中，是一以贯之的一种精神
内核。2022 年，上海大剧院
成立创制中心，开始在剧场
本身的功能之外探索创作领
域，并相继推出昆曲——重
逢《牡丹亭》、舞台剧《弗兰肯
斯坦》中文版、音乐剧《卡拉
马佐夫兄弟》中文版、舞剧
《白蛇》，加上此前的昆曲《浮
生六记》，每部都有不错的市
场和口碑。

“确实这些作品关注度比
较高，这跟我们对创制中心的
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在上海
大剧院本身的品牌已经形成
了一定的知晓度和美誉度之
后，我们也在想，创制的方向
是什么？所以经过讨论，我们

确定了两大方向，一是东方舞
台美学系列，第二个就是商业
戏剧。”她说。

东方舞台美学做了两部
昆曲，《浮生六记》和“重逢《牡
丹亭》”，“前者去年参加了10
月份在深圳举行的中韩日戏
剧节，不仅被选为开幕演出，
还被评选为优秀剧（节）目，而
11 月份我们的‘重逢《牡丹
亭》’，则受邀去了台北做了三
场演出，在台北也掀起了不小
的轰动，1500座的剧场3场都
坐得满满当当，很多台北的文
化界名人都来了，还特意到后
台向我们道贺——这条路，我
们算是走对了。”

如果说传统文化还有很
多的底蕴支撑，音乐剧这种新
兴领域所代表的“商业戏剧”
方向，更难做。“最近这两年的

时间里，我们先有《卡拉马佐
夫兄弟》成爆款，又有《大彗
星》连演50场，我们当然还在
探索，并不纯粹冲着赚钱去，
我们是想在制作的过程中，去
为未来做更多的积累，打下更
好的基础。”

张笑丁说，文化文艺的本
质，就是要不断创新，“可能因
为我们立足上海这座国际文
化大都市，所以我们会有更多
的自信、更开阔的视野，去见
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前
不久电视剧《繁花》刚刚收官，
也引起了一波热潮，大家也开
始回过头来探讨，上海的海派
文化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
是因为它的这种包容性和丰
富性，才能够允许我们从业者
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带来
更多的突破。”

文化的本质就是要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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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就是年，年味越来
越浓了。大家的年货都采购得怎
么样了呢？

在江浙一带，从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开始，过年就流行送金
华火腿，当时属于高端年货，还送
到了上海。最近热播的电视剧
《繁花》里，“小宁波”“魏总”也都
提着金华火腿送礼。今年拼多多
年货节，金华火腿的销量也是红
红火火。根据浙江省金华火腿有
限公司的数据显示，年货节期间
的销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金华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加上传承千年的独特腌制技术和
工艺，让金华火腿名扬天下。

入行48年的王平是金华火腿
传统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之
一，经他手的火腿已有 60 多万

条。除了娴熟的制作技艺，他还
被称作“王一签”，最多的时候一
天闻三千条火腿，仅凭一根竹签
就能判断火腿的优劣。

如今，他是浙江省金华火腿
有限公司的技术顾问，坚守火腿
加工环节中的传统，是火腿品质
的把关人。

出身火腿世家的他
对金华火腿有特别的感情

传统金华火腿用的是“正冬
腿”，由经验丰富的加工技师全程手
工制作，自然发酵，经过8大工序48
道工艺步骤，历经四季，风味独特。

经历1400多年的金华火腿，
还能保持原来的味道，最重要的
原因之一，就是一代代火腿师傅
在传承技艺中坚守初心。

王平出生于一个火腿世家，
“我是家里老小，父亲其实原本并不
想我去做火腿。”王平回忆，因为这
个工作很辛苦，又冷又脏，工资也不
高。不过，也许是遗传，王平从小对
火腿的感情特别深，多年来跟在父
亲身边也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

“1975年11月20日，我做了
学徒。”当时16岁的王平进了金华
县食品公司的火腿厂。“当学徒很
苦，每天从早忙到晚。有时候实在
太累了，晚上睡得太沉，半夜从床
上掉在地上都不知道。”王平说。

学徒第一年，他只能做做扫
地、磨刀、刮毛等打杂的工作。不
过王平非常用功刻苦，自己还会
跑去江边用沙子模拟抹盐学腌

制，两年就学完了学徒三年的技
术。到了第三年，他凭着一手好
技艺做到了车间主任。“投入了，
进步就快。”王平说起火腿来，是
发自内心的喜欢。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平担任
了金华市火腿厂技术副厂长，从
那时开始，他每年会去金华各地
进行火腿验收工作，到各个火腿
厂进行技术指导。

制作金华火腿就像下棋
每一步都是关键

传统金华火腿制作生产周期
历时近一年。

在王平眼里，做火腿就像下
一盘棋，每一步都环环相扣，任何
一道工序没有做到位，就会影响
整只火腿的品质和风味。

首先是选原料，这一步也被
王平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新鲜的
猪后腿，要求皮薄爪细、精多肥
少、肉质鲜嫩。

第二步俗称“修活刀”，包括整
理、削骨、开面、修割腿边、去除淤
血等，修成竹叶形的基本形状。接
下来就是上盐腌制了，这也是关键
工艺所在。王平说，腌制过程中需
要根据腿只大小、腿心厚薄、肉质
粗细等反复多次上盐，“一般上6次
盐，腌制过程大约一个月。而上盐
的时机和手法全凭目测和手感，需
要多年的经验才能掌握。”

腌制好后，到了洗晒整形阶
段，包括浸腿、洗腿、晒腿、刮腿、
盖印、整修、燎毛等。然后就是上

楼发酵的重要环节，整个发酵时
间在6个月以上，晾挂在通风良好
的发酵房，注意保持温度和湿
度。收干期间还要进行一次整
形，把火腿修成完美的竹叶形。

年货节优选地标产区品质商家
匠心好货“拼”全国

“相比于其他火腿，我们用的
是正宗的正冬腿，纯手工制作，纯
自然发酵。国企品牌，质量保证。”
浙江省金华火腿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朱小剑如是说，而王平正是这家
老字号企业的质量把关人。

2021年入驻拼多多后，这家
金华火腿老字号的受众更广泛
了，年销售额增长500多万，拼多
多销量占总体销售的30%左右，给
这个老字号注入了新的活力。“拼
多多提供了百亿补贴的渠道资

源，今年年货节销售我们的预期
是200万元。”朱小剑介绍，今年是
他们第三年参加拼多多年货节，
3.5kg 整腿礼盒、2kg 切片塑盒、
400g金华香肠等都是卖得比较好
的产品。“2024年是龙年，我们还
设计了两款龙年限定火腿腊味礼
包，‘龙行大运’和‘盛世龙年’，希
望大家能盛世龙年行大运！”

在拼多多平台上，如此匠人手
艺与现代技术结合的好年货还有
很多，平台负责人表示，今年拼多
多联合全国各省市上千个地标产
区，优选百万品质商家，从供应源
头为“多多好年货”保驾护航，“中
国的当代匠人，把手艺与现代技术
糅合，量产丰沛。拼多多持续挖掘
匠心好物，让精益求精的产品高效
匹配给有需要的人，同时助力手艺
人创富增收，回报匠心。”

《繁花》带火了这个浙江限定美食
非遗大师最多一天闻了三千条金华火腿

在今年的市政协全会上，张
笑丁作为本届市政协常委，参与
了金炜委员的联名提案。这份
提案最终有约百人联名，内容是
关于“高校和文化机构联动”
的。“我去年年底也受邀去了一
趟复旦大学，发现现在高校其实
能够开展艺术活动的场地已经
很多了，一方面，他们需要更多
的艺术机构能够把名家好作品
带到高校去，一方面艺术机构也
需要更好地让大学生群体走进
艺术，”张笑丁说，艺术通过更广
泛的渠道和方式，和青年观众尤
其是大学生观众产生更好地连
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很
多国际名团来上海，都感叹于上
海的年轻观众之多，这就是上海
这座城市的活力。”

如今这个时代的年轻观
众，有着远超他们父辈的文化
艺术积累，张笑丁说，作为文
化机构，上海大剧院有着“天
然的使命”来跟上年轻人的文
化消费需求，“我发现，现在年
轻人进到剧场，其实都不光是

看戏，已经从产品消费变成了
体验式消费、社交式消费，文
艺正成为他们学习或者工作
之余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的主动性，对节目的内
容、审美水准，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曾有人认为，红色文化的
主旋律作品，可能年轻人没太多
共鸣，但张笑丁表示，年轻人其
实并没有固化思维，“年轻的观
众非常懂经，他们注重的是艺术
水准本身，从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到《只此青绿》再到歌剧
《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我们今年
3月将要首演、上海芭蕾舞团正
在创排的芭蕾舞剧《百合花》，都
是红色题材，也都受到了大家的
高度好评和关注。年轻人会在
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对这部戏
的直观感受，我们这些年推出的
一些红色文创，像《江姐》的胶
带、茶杯、笔记本、小化妆包等等
都受到了年轻人的热捧——我
们只要用心去做好作品，对年轻
人观众来说，是没有观演‘壁垒’
的，这些红色作品能被更多的观

众看到，他们也会进一步去关注
我们文艺院团更多的新作品，这
是非常良性的生态。”

如今的上海大剧院，张笑丁
说“正铆足了劲”，要在新的演出
季中体现出“一直以来的国际
性、艺术性、经典性”，“2023年
我们一共做了581场演出，因为
小剧场的改造，我们还没达到最
饱和的状态——680场左右，今
年，我们会超过680场，甚至逼
近700场。同时，在上海大剧院
主体运营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
行品牌输出，将运营管理模式拓
展到杨浦的Young剧场以及接
下来的徐汇的西岸大剧院、苏州
狮山大剧院等，争取将管理模式
辐射到长三角。”

她说，上海大剧院已经探索
了25年，在和上海这座城市的
同频发展中也有很多的体悟，

“一家文化机构最重要的两大块
就是剧目和运营，25年来我们
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接下来
我们会在坚持的基础上，挑战自
我，争取有所突破。”

张笑丁：一座剧院与一座城的25年同频
曾经和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依然是在为未来打基础

《大彗星》演出现场。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青年报·青春上海的视频访谈栏目《上海文化Talk》，已经走进了第5个年头。当年，它以上海各大文化机构“掌门
人”的专访为原点，开启了其后和文化界的频繁对话，而首批对话的系列嘉宾中，包括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如
今，栏目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眸时，选择了再次对话这座城中著名文化地标之一的负责人。巧合的是，大剧院也刚刚
告别了25岁生日，迈向了下一个征程，一切都正如它当下演出季的主题词“元”——回归初心，再度出发。在对话中，
张笑丁以一座剧院和这座城的25年同频，回顾了上海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但她也说，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要求，就是
永不止步：“曾经和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依然是在为未来打基础。”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为未来赢得更多的年轻观众

一部音乐剧折射的产业进步

王平入行47年，是金华火腿
传统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之一。

今年是浙江省金华火腿有限公司第三年参加拼多多年货节。

这些天去上海大剧院观
演的观众，在一楼大厅总能看
到典雅奢华又充满浓郁新年
氛围的展览，它是百老汇沉浸
式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
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制作版
的专题展。长长的隧道式展
陈路径中，是中方团队为这部
大剧所打造的酷炫视效。而
10公里之外的前滩31演艺中
心，连演50场的这部音乐剧，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大剧院单独为一部剧做
这样一个规模的专题展，确实

是第一次，”张笑丁说，自己感
慨万分，“这让我想起了 2002
年，上海大剧院做了一件了不
起的事，引进了英文原版音乐
剧《悲惨世界》，要演22场，大
家都在等着看笑话，说‘大剧
院要真的悲惨了’。确实，当
时 我 们 连 赞 助 商 都 找 不 到
——没有人愿意为它冠名，毕
竟谁会愿意叫‘某某之夜《悲
惨世界》呢’？就在那种情况
下，我们还是把真正的音乐剧
带到了上海观众面前，开始的
时候，票房也确实不太好，但
演到后面口碑出来了，最后几
场甚至在卖加座！要知道，这
是22年前啊，很多人都还不知
道音乐剧是什么呢！但现在，
我们上海大剧院已经可以创
新制作一部百老汇标准的音
乐剧了！”

在张笑丁看来，这部剧的
成功上演，是一件能充分证明
上海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典
型案例。“我们曾经在《悲惨世
界》和《猫》之后，提出了中国
音乐剧发展的‘三步走战略’，
即引进、汉化和原创，在随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音乐
剧就是通过这个模式在往前

发展，”最近5年来，音乐剧产
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尤其
是在被誉为“中国音乐剧桥头
堡”的上海，制作已经相当

“卷”了，张笑丁觉得，三步走
战略需要创新和完善，22年的
积淀应该支撑得起创新，上海
大剧院决定拿一部在百老汇
也代表着创新的作品即《娜塔
莎、皮埃尔和 1812 年的大彗
星》，来给“上海出品”增加一
个音乐剧的国际化案例，“基
于我们团队人才基础和资金
基础，我们在百老汇核心流程
基础之上，开始上海制作。”

这一次的上海制作，曾被
剧组主创们惊叹为“除了故事
和音乐版权是百老汇的，舞台
上目之所及都是中国自己的
版权”，他们特别自豪，张笑丁
也颇为欣慰，“这是一次互鉴，
也是在为中国音乐剧的发展
换一换思路，我们应该能够成
为国际音乐剧市场上的一支
重要力量，在国际音乐剧市场
上能够有更多的角色，这种参
与不是跟着跑，而是作为后来
者要参与到同一赛道，一起做
事情，这才是我们产业发展最
宝贵的未来。”

艺术通过更广泛

的渠道和方式，和青年

观众尤其是大学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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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来跟上年轻人的

文化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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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

《悲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