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大世界近日恰逢 !""岁。从
最初全国各地艺术家跌打滚爬、
一争高下，孕育出沪剧、越剧、独
角戏等戏曲曲种的“文化大码
头”，到如今汇聚全国乃至世界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游乐
园……大世界，始终是全国人民
文化休闲的标杆。没去过大世界，
等于没来过大上海。

!#面哈哈镜带来的欢乐，时
至今日依然有“笑果”。汇聚各路
文化休闲乐趣的大世界，也是海
纳百川的文化胜地。

非遗乐园
今年 $月以“非遗活态传承

中心”为主题的大世界，自 #""$

年因非典闭门之后首次重开。
如今，大世界内设非遗展览、

非遗表演、非遗传习、数字非遗、
非遗美食五大功能业态，向更多
观众和游客展示民间、民俗、民族
文化。

身怀绝技的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坐镇，亮出裕固族服饰、凤
翔木板年画、无锡精微绣、浙江泰
顺木偶等手工绝活，并不时言传
身教、讲解演示。

在中国首个非遗全息演艺剧
场里，武术与打击乐《武林天籁》
再现了震撼声效“伴奏”下的武林
绝学。戏曲茶馆里，评弹《繁花》的
首演场就在这里亮相。中央露天
大舞台上，民乐音乐会，以及京昆
越沪淮等戏曲演出轮番上演。

各色展览也精彩纷呈。云南

傣纸装置“云屋”营造出梦幻国
度。青年人陈航峰的传统剪纸天
马行空，“福”“禄”“寿”“喜”藏着
耳熟能详的潮牌 %&'&（标志）……

科技元素，则带来酷炫体验。
二楼数字非遗展示厅，游客“指指
点点”便可体验世界各地民族服
饰。休闲区域电子版哈哈镜人气
最旺，笑声不断。四楼 ()展厅
内，参观者可以“穿越”回归上世
纪 $"年代的大世界，弄堂里的叫
卖声令人感慨时光飞逝。

上海淮海商业集团大世界文
化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军介
绍，大世界推陈出新的风格百年
不变，演出、展览、互动体验还将
定期更换。

戏剧码头
大世界以活态传承的形式

“复活”非遗，是有迹可循的。
大世界从诞生伊始便是“弄

潮儿”，是老百姓的文化娱乐休闲
乐园，更是全国艺人“一唱成名”
的“戏码头”。京剧名伶孟小冬、京
韵大鼓名家骆玉笙、滑稽戏大腕
杨华生、沪剧泰斗杨飞飞都是在
大世界的舞台成名成家。

据《大世界———综合性文化
娱乐场的经营之道》一书的作者、
上戏副教授沈亮所述，当时经常
在此上演的有京、昆、越、沪、淮、
评弹、大鼓等，另外有东北蹦蹦
戏、皖南花鼓戏和福建采茶戏这
样的地方小剧种。沪剧、越剧和滑
稽戏———这些如今具有上海特征
的戏曲、曲艺，都是在大世界里成
长、成熟。滑稽名家王汝刚介绍，

以前四楼的场子，别的剧种去做
全都不行，因为观众不愿意多走
一楼到上面去看。但滑稽演员，知
难而上。“当时，楼下的观众觉得
很怪的，四楼怎么有火车的声音，
一看广告‘火车开进四楼大世
界’，就更好奇了要上来看了。这
也是老艺人非常聪明的地方：其
实就是在搞口技，嘴里学火车
叫。”他说。

曾经的大世界中有几十个舞
台，最繁盛的时候，文化娱乐项目
有 *" 多种，表演的艺人多达
!"""多人，且不限制观众来去，
成为演艺人才的训练场。

各剧团、演员在演出上“互别
苗头”，也相互借鉴学习。沪剧院
院长茅善玉说：“年轻演员可以相
互串场子，没戏时可以去看别的
剧团演出，所以艺术家在流派、唱
腔、表演上能吸收更多其他元
素。”昆剧表演艺术家张铭荣曾回
忆，当初偶然看到大京班演的《金
钱豹》印象深刻，孙悟空与金钱豹
对打时，借用一张桌子和一把凳
子表达了剧中人物的腾挪技巧。
上世纪 +"年代，他整理修改传统
《盗甲》，将《金钱豹》里桌椅的表
达手法化为己用，让《盗甲》重获
新生。在良性的竞争环境下，解放
后大世界内自有的演艺团队达到
#"余个。

海派天地
大世界里的精彩同样离不开

这幢百年建筑。其建筑风格混杂，
大门、圆柱大厅及剧场等仿效西
方古典建筑，而内部颇多中国传

统形式……上海华建集团资深总
建筑师、大世界维修项目总设计
师邢同和指出，这便是海派风格
的体现。

!,!*年末，黄楚九的上海第
一游乐场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
路）开工，仅半年时间便正式向游
客开放。这座游乐场占地 !-./万
平方米，被称为“大世界”，也显示
他叫板附近“新世界”游乐场的
野心。!,0.年 /月 #日，上海市
文化局奉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
市长令，接管、整顿大世界。!,00
年大世界收归国有。大世界还几
易其名：上海人民游乐场、东方红
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大世界游乐
中心……

标志性建筑是由设计师周惠
南奠定的。!,#/在大世界开业 !"

年之际，黄楚九聘请他对大世界
改造重建。改造后的大世界高四
层，带塔楼，敞开式六角形尖塔由
!# 根圆柱支撑，高耸入天，堪称
建筑标志。!,+,年，大世界主体
建筑被确认为“上海市优秀近代
保护建筑”。

此次修复，为了满足更多元
的娱乐休闲需要，将主体建筑从
之前的 1形改造成了一塔两翼 2

形结构，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
米。团队对于细节十分苛求，无论
是楼梯的宽度，还是地面的马赛
克贴花都有依有据。要想“修旧如
旧”，寻找传统工艺匠人并非易
事。邢同和透露，建筑外立面早先
采用水刷石工艺，但如今上海已
经很难找到该工艺的匠人，“有人
建议可采用花岗石替代，但我希

望尽量恢复细节，最后好不容易
从广东请来了工人”。

文化世界
#"!*年底，建筑修缮完工，

大世界再次迎客。身处“十三五规
划”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的它
正散发出独一无二的文化气质。

追溯城市艺术气质的源头，
人民广场一带令人心向往之。环
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北起北京东
（西）路，南至金陵东（中）路，东邻
福建中（南）路，西至黄陂北路、新
昌路，约 !-0平方公里。尽管其中
部分剧场因为硬件设备老旧，一
度淡出了公众视野，但这里仍是
目前国内最大的剧场群。在上海
的规划中，到 #"#" 年，环人民广
场演艺活力区将汇聚各类剧场约
."个，成为最高剧场密度、最新运
作模式、最优服务环境的演艺活
力区，再现与上世纪 $" 年代“海
派百老汇”比肩的繁华演出市场。

如今，活力区中的黄浦剧场、
中国大戏院、新光影艺苑、茉莉花
小剧场、共舞台、上海音乐厅等老
剧场老剧院上演着各自的新精
彩：或恢宏的交响乐，或优雅的戏
曲，或时尚的音乐剧，或前卫的戏
剧……而在这个文化氛围中，大
世界的非遗定位成为独一无二的
风景。

未来大世界，不仅聚焦国内
非遗，也要形成与国际交流对话
的新平台，成为世界非遗的新高
地，让每一位参观者能切身体会
到非遗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
爱上传统文化。

从“文化大码头”到“非遗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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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览

大世界

地址!黄浦区宁海东路 !""号

交通!" 号线大世界站"##!

号线人民广场站

票价!$%元&人

电话!$'%#'$"%

开放时间!

周日(周四 )*%%(#"*%%"#+*%%停

止入场$ 周五(周六增设夜场

#"!%%(!#*%%"!%*%%停止入场

本报记者 朱光 肖茜颖

! ! ! !大世界始建于 #)#+年" 以游

艺杂耍和南北戏曲# 曲艺为其特

色"#! 面哈哈镜最具特色"获%远

东第一游乐场&的盛誉' !%%'年 ,

月"大世界闭门谢客"而自去年底

大世界以活态非遗传承的崭新定

位再出发(

哈哈世界

! 大世界重开"重在文脉重续与非遗传承 胡晓芒 摄 ! 休闲区域电子哈哈镜人气最旺"笑声不断 胡晓芒 摄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