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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进大商圈，丰富了上海剧场形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晚，赖声川在美罗城
的上剧场，讲述了一棵广玉兰树的故
事，130年的大树旁，一座新的小剧
场迎来了两岁的生日。大树总是意
味着成长和梦想，而这座位于闹市繁
华商场的剧场，更大的意义在于：随
着上海市民文化需求的增长，几座大
剧场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而中小
型剧院加入到市民生活，则有望成为
未来剧场的一种新形态。

戏剧带入大众生活
昨天，上剧场举行了两周年的

“生日会”，赖声川、丁乃竺夫妇邀请
戏剧人和观众一起走进这座剧院，他
们将这座剧院称为“城市会客厅”，而
据记者了解，这是因为1986年，两人
在自家客厅排演《暗恋桃花源》时的
梦想。

一位在肇嘉浜路上某外贸公司
上班的王小姐告诉记者：“因为离公
司近，以前我就经常来逛美罗城，后
来美罗城升级改造后我突然发现，它
变得文艺了很多，就是因为多了这座
剧场。现在我周末经常也会过来看
看戏，听听讲座，顺便逛街吃饭，感觉
特别舒服。”

事实上，这就是上剧场一开始的
定位。它处于美罗城5楼，占地面积
2530平方米，可容纳近700名观众，
属于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
场。它与大众书局、上影国际影城三

位合一，构成美罗“艺文廊”，为广大
市民提供“阅读+观影+看剧”的一站
式体验。

两年以来，得益于赖声川的名气
和美罗城的人流量，这座剧场迅速成
长。目前，上剧场的经典常设剧目
《暗恋桃花源》、《圆环物语》、《水中之
书》、《爱朦胧，人朦胧》、《一夫二主》、
《蓝马》等轮番上演，而《如梦之梦》、
《雕空》、《隐藏的宝藏》等剧目则将在
这里完成更改，以全新面貌与观众见
面，两年来，它的上座率也一直保持
着高水准。除了上演剧目，各种文化
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让上剧场成
了戏剧人的一个“圣地”，更成为了普
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增加剧场新形态
上剧场的成功，其实是上海文化

整体升级的一个缩影。早在7年前，
徐家汇商圈就在谋求转型升级改造，
而上剧场的落成，是其中的象征符号
之一：未来商业将与文化有更多的

“亲密接触”。
昨天，在某机关上班的观众徐先

生告诉青年报记者，自己很喜欢文艺
演出，“大型剧院一般都是城市的文
化地标，去那里看演出，需要正襟危
坐，仪式感很强；而上剧场这种处在
商场里面的，给人的初步感觉就是亲
民。两种形式结合，我觉得才是上海
这座城市应该有的剧场的样子。”

这也是赖声川此前在采访中告
诉记者的概念，他说“戏剧并没有什

么了不起，它就应该是和吃饭、购物、
喝茶、看电影一样”。上海也越来越
清楚这一点，文化主管机构提出的市
民几公里之内要有剧院的目标，正是
基于这样的理念——原本，市民看话
剧，都是集中在安福路的话剧艺术中
心和艺海剧院，现在，全市的中小剧
场增多，话剧也遍地开花。

另外，对商圈来说，“文化商圈”
和未来剧院的形态也在加快重叠的
速度。传统商圈受到电商冲击很大，
而电商无法触及的领域，才是它们的
生机所在，那就是顾客体验：吃饭是
一种需求，文化消费是更高级别的需

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艺
术成为人们更加追求生活品质、提升
自我的首选。

目前，电影院、小剧场、文化展区
基本成了新建商场的“标配”，像大宁
国际广场有儿童剧场，天山路商圈主
动和虹桥艺术中心互通有无。而那
些综合型购物中心承办各式各样的
文化展览、主题展也成了普遍现象。
对小剧场来说，重返商圈则能够轻松
解决地皮、配套、人流等一系列传统
剧场需要花费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这样的双赢剧场形态，正是
未来上海文化发展的方向。

上剧场两周年 口碑上座率双高

小剧场大发展 话剧在沪遍地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