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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晶晶晶宫宫宫殿殿殿
! ! ! !上海大剧院坐落

于人民广场西侧# 整

座建筑占地面积 $%&

公顷$ 总高度 '(米$

内设大%中"小三个剧

场$ 采用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全自动机械

舞台$拥有完备的附属

设施& 每当傍晚华灯

初上时$ 晶体的立面

和屋顶组合的光幕与

喷水池的水光反射交

相辉映$ 让整座剧院

在夜幕中晶莹剔透%

熠熠生辉$ 因而得到

'水晶宫殿(之美誉#

爱上一部剧
恋上一座城

! ! ! !坐不坐摩天轮，到伦敦，总不会
错过伦敦眼；懂不懂歌剧，到悉尼，
总要在悉尼歌剧院留张影；有没有
演出，上海大剧院总是世界名流、八
方来客不容错过的人文地标。

就在本周，上海大剧院刚刚
发布了 !"#$%&' 演出季全新阵
容。超过 &()台、近 *))场演出分
为“艺海丝路”“致敬经典”“歌剧
典赏”“发现最美”“艺聚当代”五大
主题，涵盖歌剧、舞蹈、音乐、戏剧、
戏曲等不同的艺术门类，将在未来
一年内轮番登上大剧院的舞台。

自 #++'年 '月 !$日开张至
今，上海大剧院累计演出 #!)))

场，吸引了 #,))万余人次。曾经，
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三大
男高音在这里实现了中国唯一大
满贯；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
乐团在这里奏响了辉煌乐章；音
乐剧《悲惨世界》首开先河驻场了
大半个月刷新票房纪录；也曾经，
因着心里“不说再见”的执着，数
以万计的市民观众轮候在剧院门
口，就为在大修前再看一眼这座
城市的骄傲。

短短 #$天后，这座艺术宫殿
也将开启 !)周年纪念序幕。伴随
着时光指针倒转的分秒点滴，人
们在上海大剧院每个历史性回眸
的瞬间，亦得以重温这座人文之
城如何在艺术之光的照耀下开疆
拓土、披荆斩棘，昂首阔步迈上文
化大繁荣的康庄大道。

璀璨的宫殿
屹立彩虹之巅
傍晚，华灯初上，自天空俯瞰

人民广场区域，最显眼当属被延
安西路高架和南北高架那段彩虹
圆弧怀抱着的“宫殿”，晶莹剔透、
闪亮璀璨，那就是上海大剧院。

剧院设计沿用了中国九宫格

式的建筑风格，结构简洁、线条流
畅，从侧面看颇像一个“亚”字。皇
冠般的白色弧形屋顶弯翘向天
际，上面有古典的户外剧场和空
中花园，形似聚宝盆，建筑构思为
“天地之间”，被法国设计师定位
为“开放的宫殿”。它置身于上海
政治、文化中心，向蓝天伸展的屋
顶，仿佛承接来自宇宙、人类的恩
泽与智慧，象征对世界文化艺术
的热情追求，也象征着上海有史
以来就与天地相通的博大胸怀。

为体现艺术外形与内在功能
的完美统一，顶部以钢结构减轻
自重，六根透明柱撑起向天空反
翘的顶盖，给人以飘浮的动感。可
能是两头微翘的飞檐式顶盖建造
颇有难度，剧院的屋顶是在地上
完成了焊接后，通过六个电梯井
一同升上去再完成安装的，当时
的盛况让许多见证者记忆犹新。

开放的宫殿
汲取智慧之源
自破土动工之日起入职，如

今已是剧院总经理的张笑丁，无
疑是上海大剧院一路辉煌的见证
者。初来报到时，张笑丁不过 !*

岁：“剧院还是个不见雏形的大工
地，办公楼是两个临时搭建的工
棚，大些的是建造工程指挥部，小
号的就是上海大剧院中心。中心
就两个人，原上海大剧院艺术总
监钱世锦，和我。”

张笑丁翻出珍藏了近 !) 年
的宝贝———#++'年大剧院诞生年
首个演出季节目册，跃入眼帘的
是精致的手绘海报，还有那些既
陌生又熟悉的面孔。

“开幕演出是中央芭蕾舞团
的《天鹅湖》，当时手绘的海报，简
单的线条勾勒白描，如今看来依
然时尚不乏设计感。”张笑丁摩挲
着微微泛黄的页面，如数家珍：
“这是世界男高音歌唱家卡雷拉
斯，#++'年他首度访华。还有这张
青春朝气的面孔，小清新版的余
隆，你想不到如今霸气的他，也曾
留着文艺青年的飘逸刘海吧！”

作为国内建成的首家国际性
高等级综合剧院，上海大剧院以
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一流乐
团、顶尖艺术家、音乐家的到来，
汲取智慧之源、不断更新自身。开
张以来，不但四大欧洲歌剧流派
悉数登场，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

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德累斯
顿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马
林斯基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德
国科隆歌剧院、巴黎国家歌剧院
等国际一流艺术院团及众多海内
外知名的艺术家都曾在这儿留下
难忘瞬间。

仿佛是命运的轮转，当年开
幕演出季中就有歌剧《阿依达》。
时隔近 !)年，在 !)#$-&'演出季
开幕大戏，仍是这部传递人性之
美、艺术之光的歌剧《阿依达》。

艺术的宫殿
滋养人文之城
植物需雨水滋润和光合作

用，才能吐故纳新，生长出摇曳的
姿态。城市需浸润于文化土壤、沐
浴于“艺术之光”，方能形成雅致
之气韵，吐露人文之气息。

在上海文化广场诞生前，是
上海大剧院率先将风靡世界的剧
种引入申城。!""!年原版经典音
乐剧《悲惨世界》首开先河，创造
连演 !&场的盛况。《剧院魅影》连
演 &""场依然抢不到票。老少咸
宜的《狮子王》更是刷新了 &"&场
的演出纪录。一系列重磅音乐剧
轮番登场，成功孕育了第一代音
乐剧迷，开垦了中国音乐剧市场
的荒地，也为本土音乐剧的蓬勃
生长培植了最肥沃的土壤。

以世界艺术精品回馈本土观
众的同时，顶尖艺术宫殿自然也
肩负着弘扬京昆传统国粹的重
任。!""+年起推出的“京昆群英
会”系列品牌，为京、津、沪三地京
剧精英搭台，让名角儿们粉墨登
场。而原创舞剧《大红灯笼高高
挂》《花样年华》，北京人艺话剧
《茶馆》《窝头会馆》《原野》《喜剧的
忧伤》等一系列国内原创作品的呈
现，也让人们不忘根本，由血液和
基因中识别自身的文化印记。

!"年足够这座城改换几番新
颜；!"年足够这座瑰丽恢弘的剧
院将“观剧即生活”的理念植入每
个人心间。如今，以四季为节点，
有主题、有特色的开放日；创意迭
出、形式各异的艺术教育普及活
动，让更多市民受益。艺术舞台自
剧场不断向外延伸，越来越多的
白丁在不断进阶的课程中跻身资
深粉之列。观众的审美品位和艺
术鉴赏力水涨船高，剧院里比比
皆是眼光精准、擅看门道的行家。

你我的宫殿
点亮生活之光
水晶是闪耀着冷冽光芒的硬

石，“水晶宫殿”却并非那可望不
可即的所在，艺术宫殿在保留仪
式感的同时，亦为它爱的民众款
款放低身姿，温暖柔软的灯光在
无数风雨之夜引领着那一颗颗向
往艺术的心，趋近、围拢。

虽非土生土长，上海早已是
李向阳的第二故乡，作为新移民
中的一员，他大学毕业铆足了劲
要留下来，就为着一份“人文气
息”：“我爱听交响乐，毕业那会剧
院不多，能请到顶级乐团的更少。
只有在上海，我才能一偿夙愿。现
在只要远远看到大剧院亮着灯，
绕道我也会去逛一逛。”

从 &! 岁时拖着父母的手看
演出，到 ,!岁牵着儿子的手进剧
院，杨颖感慨自己的文艺细胞是
给大剧院熏陶出来的：“以前妈妈
钟爱芭蕾舞，尤其爱看《天鹅湖》。
我最早跟着她看，渐渐入迷，现如
今我也是资深芭蕾迷。近年来上
海大剧院引进了不少名团演出，
我很少错过，去年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就让我至今难忘。”

“水晶宫殿”的暖意和号召
力，不仅源自耀眼的艺术之光，更
是一支同样会放光的服务团队。
在上海大剧院成立之初就入职的
沈云飞，工作了快 !" 年，身为上
海市五星级服务员，他是整个团
队主心骨。每当有意外状况或突发
事件，他就是最高效的“灭火器”，大
堂里只要看到他的身影，连张笑丁
都会很心定：“嗯，妥妥的！”

再度回望，张笑丁深感剧院
已经同这座城长在了一起。!"&,

年关门大修前，大剧院曾举行了
&"天免费开放日：“当时，剧院方
预估大约每日参观人数在 '""左
右。却不料 &"天里，大剧院接待
了将近 &"万人。”

和无数爱着这座剧院、恋着
这座城的人一样，即便在这座宫
殿奋斗近 !"年，张笑丁对它的美
依然没有抗拒能力。至今她最惬
意的事，还是在夕阳斜下的傍晚
时分，映着那湛蓝湛蓝的天空，看
着剧院的灯霎时间亮起来。透过悬
挂于蓝黑夜幕中的“水晶宫殿”，能
看到城市之美、艺术之光，还有无
数人用青春点燃的理想火焰。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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