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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青年报社已对申领记者
证人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申领新闻
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具体名单为：杨
昊霖、殷梓、连翊辰、邬伊倩。公示自2024
年3月20日起至2024年3月29日。本市
新闻记者证管理违规情况投诉、举报电话：
021-61177821、021-64339117。

海外经典纷至沓来
今年，文化广场的演出依然丰盛，音

乐剧版块尤其出彩，既有经典回归，也有
佳作首秀。

新年伊始，法语原版音乐剧《摇滚莫
扎特》与《巴黎圣母院》相继开票，两台共
40场上海站演出火速售罄，一票难求。
作为描绘音乐家莫扎特艺术人生的音乐
剧，《摇滚莫扎特》用五光十色的摇滚舞
台表现了脱离神童光环后的莫扎特在闯
荡音乐界时面临的机遇和坎坷，2018年
1月它曾作为上海文化广场2017年末大
戏首度引入中国，连演24场，场场爆满，
前8场演出更是提前半年售罄，引领了
中国市场上的又一波法语音乐剧热潮。

法国经典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改编自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同名巨著，
被誉为法国音乐剧经典中的经典，三十
余年来在世界各地盛演不衰。十三年
前，《巴黎圣母院》作为上海文化广场首
部年末大戏献演之后，已发展成为沪上
观众必看的经典音乐剧。2019 年至
2020年，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两度
来沪，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亦成为了无
数人心中珍藏的美好回忆。

作为今年演出季发布的重磅演出，
剧迷翘首期盼的德语原版经典音乐剧
《伊丽莎白》（ELISABETH）与《蝴蝶梦》
（REBECCA）也将以音乐剧版音乐会的形
式盛大登陆。这两部杰作由剧作家迈克
尔·昆策与作曲家西尔维斯特·里维共同
创作，不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更是在中
国的音乐剧迷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此
次来华演出的音乐剧版音乐会，都是制
作精良，像《伊丽莎白》就将沿袭在维也
纳美泉宫的音乐会传统及版本。

无论《伊丽莎白》的美泉宫版还是
《蝴蝶梦》的舞台音乐会版，都将是这两
部德语经典音乐剧双子星在中国的首
秀。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表
示：“上海文化广场自重建开业十余年
来，始终致力于引进与推介欧洲非英语
经典音乐剧来华首演首秀，特别是深耕
法国和德奥音乐剧多年之后，已取得丰
硕成果，培育出优质新兴市场及核心观

众，拓宽了音乐剧在上海的多元审美。
今年四台法国与德奥大戏轮番登台，可
谓是欧洲经典音乐剧的大年份。”据悉，
两部德奥音乐剧音乐会将在上海演出近
40场，预计引发德奥音乐剧在上海的新
热潮。

与此同时，享誉世界的英文经典音
乐剧《妈妈咪呀！》，时隔17年后以原版
阵容再次造访中国，将于5月登陆文化
广场的舞台；同时，英国历史上最经典的
话剧《无人生还》亦将首次以英语原版在
中国精彩诠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代表
作品。

如此多的爆款，竟然还不是全部！
最被业界关注的文化广场“年末大戏”，
此次还暂未透露，预计将于今年六月正
式对外发布。

除了音乐剧，今年演出季的海外经
典还包括了英国编舞奇才马修·伯恩的
舞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也是这
位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艺术家继芭蕾舞
剧男版《天鹅湖》《睡美人》《灰姑娘》相继
来沪之后，时隔6年重返文化广场。这
部作品将延续马修一贯的编舞风格和故
事再造的奇思妙想，沿用了普罗科菲耶
夫的经典音乐，并将现代舞蹈和古典芭
蕾巧妙融合，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
莎翁爱情经典置于当代精神病院之中，
可谓匠心独具，为观众呈现出颠覆性且
充满爆发力的全新演绎。

本土作品潜力已激活
自2017年以来，上海文化广场已推

出9部音乐剧自制作品，多部作品获得
艺术与商业双优的品牌口碑并巡演全
国。今年文化广场“制作演出季”也囊括
了《基督山伯爵》《粉丝来信》《我的遗愿
清单》《也许美好结局》等多部音乐剧中
文版制作“现象爆款”与“口碑佳作”，从
上海启程，开启全国巡演。

2019 年，上海文化广场首次推出
“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至今共收
到了来自573名创作者的408部原创作
品投稿。经过连续五年的探索、投入与
积累，开辟自由孵化、定向孵化、特邀孵
化等多个赛道，孵化产生了《生死签》《对

不起，我忘了》《南唐后主》《无法访问》
《南墙计划》等十余部原创作品。至2023
年，这些作品累计完成了210场商业演
出，并受到市场的热烈关注。

今年，文化广场更是开启了“特邀孵
化”的创制之路。特别联合英国艺术家
詹姆斯·比尼（James Beeny）和吉娜·乔
治亚（Gina Georgio）以及徐俊戏剧团队，
开启全新赛道，打造首部全新原创音乐剧
《麦克白夫人》。该剧将于今年5月在上
海重磅首演。这也是文化广场首度开启
中外联创形式，以孵化国际创作人才与优
秀作品为路径，以国际化演员团队和全英
文形式创造性呈现。该剧亦将成为首个
由中国班底孵化制作、并在上海完成世界
首演的英语原创音乐剧新作。

作为每年开春的惯例，上海文化广
场一年一度的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正
在热演，本届展演季汇集《山海经》《南墙
计划》《我要你》《星辰》《胭脂扣》五部本
土佳作，其中有三部均为上海首秀，以此
拉开本年度音乐剧舞台的春之序幕。而
徐俊戏剧艺术中心的诚意之作——原创
音乐剧《赵氏孤儿》及《哈姆雷特》将在年
末时分重磅归来，两部作品自2021年与
2023年于文化广场首演以来便收获无数
关注与赞誉，堪称华语音乐剧圈现象级
作品。此外，备受音乐剧观众喜爱的中
文版音乐剧《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也将
在本年度温暖回归。

此外，在国内原创佳作板块，历年一
票难求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亦将上演
两轮共十四场。在4月首演日，《只此青
绿》将在文化广场的舞台上达成第500
场的纪念演出。此外，舞剧方面，还将有
《李白》《孔子》《杜甫》《永和九年》《永不
消逝的电波》等多部兼具当代性与生命
力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由
里马斯·图米纳斯执导、金星领衔主演、
火星戏剧社演出的120周年典藏版舞台
剧《樱桃园》将于上海文化广场开启世界
首演。

文化广场方面表示，通过提供更多
优质的头部项目，剧院将继续为观众发
掘现场舞台的价值，为市民和观众营造
人与空间共享共生的精神场域。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一部电视剧《繁花》，
让很多人都认识了“爷叔”。在著名作家马尚
龙看来，“爷叔”不仅仅是一种称呼，是一个人
群，其背后还隐藏着探寻上海城市文化品格
的“密码”。在新一期行知读书会上，马尚龙
提醒读者注意，“爷叔”其实还是一个承载着
上海独特历史、文化和社会风情的符号。

作为一位知名海派作家，马尚龙写过一
系列研究上海城市文化和人群的作品，最为
人熟知的是那部《上海女人》，此外还有《反调
男女》《我爱相错论》等作品，也都是研究上海
文化的佳作。其实除了女性，马尚龙对上海
男性，尤其是“爷叔”群体也有比较深入的研
究。在马尚龙看来，当然不是什么都能叫“爷
叔”的。关于“爷叔”，马尚龙想到两个人，一
个是生于上海的娱乐大亨邵逸夫，他排行老
六，人称“六叔”，一个是生于松江的漫画大师
丁聪，和他亲近的人都叫他“小丁爷叔”。

“爷叔”大多很有才华和天赋，乐善好施，
令人景仰。马尚龙说，其实“爷叔”身上有上海
人的一种做派。“电视剧《繁花》把爷叔这个人
拎出来之后，我觉得导演是要把他作为上海人
的一种做派来看待。他想告诉观众，上海人就
是这么对待生活，对待自己工作，对待自己周
边关系的。”马尚龙认为，“上海爷叔”可以指代
一群人，也可以指代上海和上海人的做派。

上海人的做派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契
约精神。这也是上海城市文化品格的一个特
征。马尚龙告诉读者，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
座红绿灯。红绿灯是上海城市文明与秩序的
象征，体现了上海的契约精神。电影《舞台姐
妹》中有一句著名台词“认认真真演戏，清清
白白做人”，现在很多上海人依然秉持着“认
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的准则，上海有
层出不穷的技术革新能手、劳动模范、专家学
者，他们一生信奉的就是这句话。

应该说，“爷叔”是很讲契约的，不仅信守
承诺，而且注重人与人交往的边界。“人与人
之间保持距离不越界，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
是一种分寸感的体现。这也是上海人的上海
做派，表现出来的是上海人的矜持、理性、自
信、礼待和间距。有修养的边界感，有独到的
判断，是上海爷叔的得心应手。”马尚龙说。

海外经典纷至沓来，国内原创加速升级

上海文化广场全年好戏连台

文化广场主剧场的后舞台，宽、深均为21米，几乎与主舞台同样宽阔，3月19日，它化
身一条多感官展陈回廊，在其中，记者听到了《蝴蝶梦》中层叠的海浪声，闻到了《只此青绿》
中画卷的笔墨气味，看到了《巴黎圣母院》中绚丽的窗花……这些，都是文化广场当天发布
的年度演出季中的重点剧目。由于爆款太多，已经有观众在社交平台发出了“怎么选怎么
选”的“哀嚎”。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海派作家揭秘
上海“爷叔”的文化密码

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