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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和金鹰奖、白玉兰
奖并列国内电视剧行业“三大
奖”的第34届电视剧“飞天奖”，9
月21日晚在厦门揭晓了获奖名
单。曾感动无数人的现实题材
作品《人世间》取得大丰收，再获

“优秀电视剧”奖，实现了金鹰、
白玉兰、飞天三大奖的大满贯，
同时，导演李路、演员雷佳音也
凭借《人世间》获得优秀导演、优
秀男演员大奖。此外，青年报记
者获悉，11部“上海出品”参与竞
争，最终《风吹半夏》《三体》《繁
花》《超越》等4部获优秀电视剧
奖，战绩不俗。

《人世间》以情动人
据透露，本届共79部精品电

视剧（网络剧）角逐“飞天奖”，最
终入围本届“飞天奖”的48部电

视剧中，强者如云。其中，备受
关注的《人世间》不仅获得了“优
秀电视剧”奖，还拿到了导演以
及男主角两大个人奖。“优秀女
演员奖”由《风吹半夏》的赵丽颖
夺得，“优秀编剧奖”则归属《县
委大院》编剧王小枪。

《人世间》由中央电视台、中
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吉林省
委宣传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腾讯影业、爱奇艺、新丽电视文
化、弘道影业、阅文影视、一未文
化等出品，改编自梁晓声曾获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
以北方城市的一个平民社区“光
字片”为背景，讲述周家三兄妹周
秉义、周蓉、周秉昆等十几位平民
子弟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
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在 50 年百姓生活史诗中，
《人世间》刻画了中国从苦难走
向变革的半个世纪，展示了颠簸

于历史浪涛的百姓生活，历经悲
欢离合。其中流淌的人与人之
间的无限情义深深打动并温暖
了观众的心，堪称一部当代中国
的影像心灵史诗。

此次获奖，也是《人世间》继
第31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第
28届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之
后，再度获得的国内电视剧最高
荣誉。《人世间》也成为了近年来
鲜有包揽国内电视剧三大奖的作
品。同时，这也是阅文集团旗下
新丽传媒继《悬崖》《白鹿原》《父
母爱情》后，第四次包揽三大奖。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
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
热望。”这是原著作者梁晓声最
初执笔《人世间》的初衷，也是打
动阅文和新丽传媒等出品方决
心将其影视化的原因。最终历
时近4年，在出品和主创团队的
努力下铸成了这部带着大众情

感和集体共鸣的时代IP。
阅文集团旗下新丽传媒透

露，他们将继续文学 IP 改编之
路，目前筹备中的作品包括第五
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尘埃落定》、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作品《风禾尽
起张居正》、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改编自
作家亦舒的《独身女人》也已进
入拍摄创作阶段。

“上海出品”大放异彩
本届“飞天奖”评选范围是

自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
月31日播出的作品。入围剧目
代表了过去两年中国电视剧创
作的最高水平，深受广大观众的
喜爱。在当晚的颁奖礼上，“上
海出品”也继续大放异彩。

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电视
产业重镇，历来重磅作品不断。
最终获奖的4部“上海出品”电视

剧，均是此前极有热度的大剧，
《繁花》在白玉兰奖还获得了“最
佳中国电视剧”奖。

在获得“优秀女演员奖”后，
赵丽颖落下了眼泪。在“上海出
品”电视剧《风吹半夏》中，她饰
演白手起家的许半夏，通过个人
的奋斗史，塑造出丰满立体的创
业者形象，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
波澜壮阔的钢铁行业变革史。

同时颁出的“星光奖”，“上海
出品”同样表现出色。在14部获
奖作品中，《何以中国》《万桥飞
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双双
斩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
奖。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上海广播电视台（集团）党委书记、
台长、总编辑方世忠发表领奖感
言：“《何以中国》立足‘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成果
和最新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

‘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特点。”

今年预计1.3亿元票房创历史纪录

文化广场成功的“密钥”是什么？

“上海出品”闪耀飞天奖，《人世间》成大赢家

演出行业迎来转
型期时，业内都在探索
破局的新课题。不过，
9月22日举行的“上海
文化广场十三周年庆
典仪式”上，上海文化
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洁却透露
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
息：文化广场今年预计
票房收入将达 1.3 亿
元，刷新剧院的历史最
高票房纪录。这家剧
院的“密钥”是什么？
青年报记者采访中获
悉，坚定的数字化剧院
转型和会员体系，支撑
了它的稳定发展，而坚
决不走“一家独大”路
线，团结行业伙伴共同
做大产业蛋糕，更是它
成就如今行业地位的

“阳谋”。青年报记者 陈宏

数字化转型精准到每个座位
在举行庆典仪式的同时，法

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正
在文化广场热演。重修开业之
后，上海文化广场自2011年正
式运营，2011年末，英语版《巴黎
圣母院》作为文化广场首部“年
末大戏”连演24场，随后，这部剧
正式引进了法语版——在上海
一直是一票难求。让不少到场
嘉宾津津乐道的是，当年音乐剧
市场刚起步时，所有人都觉得，
音乐剧就是百老汇和伦敦西
区。“我们决定开拓多语种、多国
家、不同审美的音乐剧。”文化广
场副总经理费元洪透露，正是此
举，让文化广场开业后不久实现
了扭亏为盈，从此走上了高速发
展的大道。

作为国内第一家音乐剧专
业剧院及“演艺大世界”的重要
成员，文化广场的发展与它坚持
的音乐剧定位有着莫大的关
系。但同时，不少人也看到，沪
上音乐剧已经遍地开花，无论是

成熟的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
心，还是新兴的北外滩大剧院和
前滩31演艺中心，都常常有音乐
剧的大剧上演。竞争对手变多，
文化广场要怎么做？

张洁透露，剧院正在坚定地
进行数字化转型。2024年，上海
文化广场全面推进“数字资源共
享平台——演艺场景智能化分
析系统”建设。该项目围绕共筑
演艺行业数字化转型新目标、共
创剧场大数据应用新赛道和共
享数据价值和产业链智能升级
新模式的愿景，研发可发展、易
推广的演艺大数据应用与分析
模型，以提升产业链核心效能和
剧场生产运行水平。

“这个数据大模型的建设，
细化到了每一个座位的价值。”
通过分析购票数据，剧场内哪个
座位最受观众欢迎、最能产出效
益，都将一清二楚，最终能够实
现“一剧一座一价”，让票价的制
定更为科学。

张洁将之视为剧院未来保
持高速发展的“密钥”之一，而另
一“密钥”则是会员体系。“我们
从2014年开始会员建设，10年
来已经积累了60万受众。”张洁

告诉记者，会员体系可以增强剧
院和观众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可
以更好构建数据价值。

聚在一个食堂吃饭的产业链条
张洁笑说自己这些“密钥”

都留给了费元洪，费元洪也开玩
笑说“收到了‘密钥’，却还没找
到‘门’在哪里”——2013 年之
后，文化广场又发布了全新的三
年规划。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其实是所有业内人士都关心的
问题。

音乐剧《对不起，我忘了》的
编剧李宜橙，似乎让众人看到了

“门”在哪里。她说：“文化广场
成立了音乐剧中心，很受我们欢
迎，这里成了我的工作室、会议
室。2023年以来，我在这里创作
了三部作品。”

事实上，业内关注文化广场
的动向，是因为它在音乐剧行业
内的影响力。有人盛赞这家剧
院“带动了整个中国音乐剧产业
的发展”，但文化广场从不认可
这样的说法。费元洪说，海外引
进、本土制作、原创孵化，是产业
发展的几大动能，这需要齐头并
进，层层深入，也需要更多的伙

伴团结在一起。
今年4月，在2024年上海国

际音乐剧节闭幕式上，文化广场
以“剧场无界 有请共创”为题，
邀请合作伙伴入驻广场，迄今已
有“口袋艺术”“戏剧树”“猴书
life”三家在艺术教育、戏剧培
育、生活方式等不同领域的伙伴
成功入驻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
中心。总计入驻伙伴已达到了
18家，涵盖专业戏剧制作公司、
文化创意公司、个人工作室、艺
术教育机构、餐饮服务企业等与
泛文化相关联的集合体。

“行业的各个链条，大家经常
在食堂碰头，一起吃饭，聊着聊着
就有了新的创意和合作意向。”费
元洪说，这样的氛围，能让不同身
份、不同角色的同行者在此共筑、
共创、共享。而今年文化广场13
周年的主题字“丰”，也很好地体
现了这个动态的过程。

帮助文化广场做课题研究
的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副主任
夏洁秋感叹：“文化广场最好的
一点是，它不是一家独大，而是
搭建平台让大家一起做，单体剧
场的‘文广模式’，在全国范围内
都让人印象深刻。”

文化广场在实践中找到了破局之路。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