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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国内首一只《共同分类目录》
主题绿色债券基金——摩根共同分类目录
绿色债券基金正式成立。公告显示，该基金
以近60亿元的首发募集规模提前结束募
集。作为国内绿色债券领域的创新资管产

品，摩根共同分类目录绿色债券基金的发行
是兼顾国内外绿色债券标准的一次重要探
索尝试，丰富了境内外投资者对于绿色债券
投资交易的产品模式，助力推动国内债券市
场的国际化进程。

首募规模近60亿元 摩根共同分类目录绿色债券基金正式成立

广告 投资需谨慎

从 11 月 26 日晚起，音乐剧《海上
钢琴师》开始在上海大剧院大剧场扬帆
起航。因为云集了大牌创作团队和白
举纲、刘令飞、徐均朔等明星演员阵容，
该剧吸引了大量观众粉丝到场观看。
不过，演出散场后，社交平台上出现了
不少“异样”的声音。

吸引了很多人围观的帖子是，“上
海大剧院最歹毒的就是《海上钢琴
师》散场的葱油饼！！！谁家好剧场里
面孙钰涿老师的送客曲还没弹完，一
阵阵葱油饼香已经随着音乐飘进了内
场观众厅啊？”也有人说这是“危险的
葱油饼”，是“吃一口就不会忘记的危
险味道”，是“来晚了就没有的危险臻
品”。

作为社交平台上流行的“标题党”，
“讨伐”上海大剧院这样的文化地标、金
字招牌，自然吸引了不少流量。结果，
网友们看到竟然是因为“寒冷的夜晚，
大剧院竟然提供香喷喷的葱油饼”之
后，莞尔之余，也兴致勃勃加入了讨
论。有跟着一起“讨伐”的，“没想到减
肥路上的绊脚石竟然是大剧院”；有添
柴炒气氛的，“太香了，地铁站戴着口罩
都闻到香味”；有伤心的，“说个不好笑

的笑话：去年五月到今年十二月，从中
魅影到魅影再到海钢，这个饼，我到现
在也还没吃上”；有感激的，“真的好适
合赶场的剧女，我老是不吃饭过去，看
完演出的那一瞬间饿意席卷我全身”；
有调侃的，说这是大剧院工作人员的

“阴谋”，是想让观众们闻着香味赶紧离
开剧院，“人家可以下班了，免得返场
咯”；此外还有攻略一族，分享“中场休
息时可以预定”“可以直接去8楼望星
空餐厅打包”的，更有拼命喊话国内其
他剧院“学习效仿”的。

确实，上海这些天降温后，音乐剧
散场时已是晚上10来点，看得饥肠辘
辘的观众走出温暖的剧场后，都要被外
面的寒气逼出一个哆嗦。此时看到大
剧院台阶前温暖的小推车灯光下，现煎
的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柔软多汁的手工
金牌葱油饼，闻着香葱和面饼的诱人香
气，谁能抵挡得住这视觉、味觉和不断

“哀嚎”的胃的三重考验？
常常去大剧院看戏、遭遇过“葱油

饼袭击”的音乐剧爱好者朱小姐告诉记
者：“真的，最爱的演员返场，都敌不过
抢占葱油饼小推车前排的诱惑！也是
因为这个，大剧院让我‘又爱又恨’。”

看剧看累了？来口葱油饼

烟火气，上海大剧院里的深夜食堂

在公众印象中，大剧院这种“高大上”

的文化场所，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不过，近

年来各大剧院都加大了和观众乃至市民、

游客互动的力度，推出了种种亲民举措。

事实上，大剧院除了餐厅的葱油饼，受欢迎

的咖啡厅、小餐厅也都有和剧目联动的饮

品、食物提供，主打一个“拴住一个人的心，

就要拴住ta的胃”。

此前，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曾在接受

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艺术通过更广

泛的渠道和方式，和青年观众产生更好的

连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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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吃饭和看戏，都是生活方式的一

部分吧。

上海大剧院最歹毒的就是《海上钢琴师》散场的葱油饼！！！
谁家好剧场里面孙钰涿老师的送客曲还没弹完，一阵阵葱油饼香
已经随着音乐飘进了内场观众厅啊？

真的，最爱的演员返场，都敌不过抢占葱油饼小推车前排的
诱惑！也是因为这个，大剧院让我“又爱又恨”。

看剧看饿了？看剧被创了？看剧看累了？没关系，葱油饼总
会给你一个家！现场制作，滚烫鲜香，口感酥脆，童叟无欺！

这些天，上海大剧院突然被不少观众和粉丝在社
交平台上“控诉”，用词还都挺“狠”：有人说大剧院是

“绊脚石”，有人说大剧院“危险”甚至“歹毒”！言辞
激烈吸引了不少网友来围观热闹，结果图文并茂甚
至还有小视频的“控诉檄文”，让大家不自觉就……
流下了口水？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对朱小姐这样的资深音乐剧爱好
者来说，百吃不厌的大剧院葱油饼并
不是新鲜事物。去年5月，它伴随着音
乐剧《剧院魅影》中文版的首演闪亮登
场，当时就有不少观众说要排队“蹲大
剧院散场葱油饼出摊”，堪称大剧院版
的“深夜食堂”，如今，“半夜”再叠加

“寒冷”标签，让它的受欢迎程度再上
一层楼。

让观众们心心念念的葱油饼哪里来
的？“罪恶”的矛头直指大剧院8楼的望
星空餐厅。餐厅经理陈先生乐呵呵地解
释：“当时我们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提
出，要给剧院增加一些‘烟火气’，让观众
们到剧院后不单单是能看演出，还能‘有
看有吃有喝’。我们是中餐厅，就配合剧
院的创意，跟一些演出活动开始联动，准
备推出一些产品。”

此前，8楼望星空餐厅推出过观剧
套餐，销路不错，但观众们总担心吃饭要
迟到，新产品得相对更便捷一些。“我觉
得接地气的葱油饼很有烟火气，而且又
是上海特色，现场制作更有影响力。”陈
经理相当坦率地说，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观众们喜欢，也能给餐厅打一波推广，

“毕竟好多观众还不知道大剧院上面有
一个宴会厅。”

确定了葱油饼作为“主打产品”
后，大剧院也确定了一些推出的原
则。比如，场次众多的大剧才有葱油
饼配置，“像《剧院魅影》《海上钢琴师》

这些重要演出，周期比较长，也方便餐
厅安排专门人手来制作”；为了保证不
给观众增加负担，每只葱油饼定价仅8
元；为了保证新鲜不隔夜，葱油饼每天
限量供应100只，现煎现卖，中场休息
时可以提前买券，散场后可以直接“提
货”。对于观众们比较关心的“买不
到”和“不看演出是否能买”等话题，陈
经理介绍说，“因为小推车是在广场台
阶处，是只有买票看剧的观众才能通
过的区域”“但平时可以直接来8楼餐
厅吃”。

有意思的是，上海大剧院宴会厅
还特意注册了新媒体账号，推出现制
葱油饼的演出，他们会提前预告。预
告词同样写得让人垂涎欲滴：“一口
咬下，满嘴留香，让人回味无穷。”陈
经理说，除了葱油饼，其实餐厅还会
推出一些其他小点心，包括煎馄饨
等。至于观众们呼声极高的葱油饼，
他们甚至还联合大剧院市场部推出过

“葱油饼制作小视频”。
如此暖心的举措，也让一些已经

有经验的观众甚至去主动跟这个官
方账号互动，帮他们打广告，“看剧看
饿了？看剧被创了？看剧看累了？没
关系，葱油饼总会给你一个家！现场
制作，滚烫鲜香，口感酥脆，童叟无
欺！”还让官号“出来挨夸”，因为“这个
天来上这么一口热乎的真的很诱人，
比什么都重要”。

网
友
﹃
讨
伐
﹄

去大剧院看戏，遭遇“葱油饼袭击”

生活中的烟火气也“很文艺”

■记者观察

吃饭和看戏，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

”

观众散场后在购买葱油饼。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