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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这两天，很多人的朋友
圈内，都在刷屏一场“网红演出”——
话剧《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作为英国
国家剧院继《战马》之后打造的又一部
重磅作品，它5月9日开始在上汽·上
海文化广场开启了在中国大陆的巡
演。昨天，剧方开放了后台的采访，高
科技而又想象力丰富的舞台呈现，背
后的操作一一解谜后，让不少见多识
广的媒体也啧啧称奇。当然，重磅作
品也意味着大投资，对此，文化广场副
总经理费元洪透露，上海文创50条对
沪上文艺院团提出了诸多要求，而选
择这样的话剧正是基于繁荣市场的
选择：“文化广场以音乐剧为主，做话
剧的话，这么大的剧场，肯定是要做大
体量、观众多的大型话剧。”

故事和舞台感都出彩
《深夜小狗离奇事件》讲述的是

15 岁的英国少年克里斯托弗的故

事。一天夜里，他发现邻居席太太的
狗威灵顿被一把园艺叉杀死了，而作
为这一“谋杀案”的首位目击证人，他
成为了警察眼中最大的嫌疑人。事
实上，他是一位自闭症少年，在寻找
真相的过程中，引发了一段他和家
人、和社会的关系大反思。

许多人一开始都以为故事就是
讲自闭症，但小说作者马克·哈登却不
这么认为，他表示，这更是一个关于了
解并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故事。

“在描绘克里斯托弗这个人物的
时候，我借用了许多亲戚朋友的与众
不同的信仰、习惯、怪癖和行为，”马
克·哈登说道，“以上这些人中没有一
个会被冠上‘具有精神缺陷’这样的
标签，因此克里斯托弗跟我们其他人
并没有什么不同。”

小说《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不仅
获得了出版界和评论界的一致认可，
其选段更是被包括英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选入中小学教材，可见其影响之
深、主题之深刻。马克·哈登表示，

“小说家们总是会被像克里斯托弗这
样的社会边缘人所吸引，因为他们赐
予了我们回看、反省自我的能力。”

除了直击内心的动人故事，充满
科技感的舞台设计更给观众带来独
特的感官体验。不同于一般话剧，
《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几乎没有实景，
其舞台是一个由 LED 搭成的“盒
子”。通过视频编程连接与操控，这
个拥有872个LED光点的舞台在现场
随时变化色彩与意向，运用整个舞台
空间描绘克里斯托弗丰富多彩的想
象世界。随着光影的变幻，所有支离
破碎的信息、慌乱迷惑的情绪都将神
奇地在舞台上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
观众们跟随15岁的男主角一起一路
冒险，揭开他人生的种种谜团。

15场的大剧盛宴
2015年，英国国家剧院的舞台

剧《战马》，就轰动全城，而现在这一
部，同样享誉国际。据悉，此次来沪，
它将连演15场——一部大剧演这么

多场，颇为考验市场。
其实，从名气上来说，这部剧有

扎实的基础——它自2012年于英国
首演以来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
剧曾于2013年创纪录地斩获包括最
佳新话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在
内的七项奥利弗奖，于2015年获得
包括最佳话剧在内的五项托尼奖，并
被英国《泰晤士报》誉为“故事讲述与
视觉冲击的非凡组合”。截至2017
年10月，《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已在
全球上演超过三千场，逾三百万名观
众曾在剧场领略过此剧的魅力，而此
次来华巡演是该剧首次以现场版的
形式与中国观众见面。

“一部重磅话剧做15场，也是一
场挑战，毕竟在上海，一些大剧也就做
几场，”一位演出市场观察人士告诉记
者，“不过，现在上海观众口味很刁，对
剧很挑剔，真正能打动到他们的剧，很
多人甚至愿意连刷好多遍，所以，只要
内容能够经受住考验，有了口碑发酵，
就会马上成为社交话题热点。”

“跳完第一幕就累得想吐”
《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

人》，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古典芭蕾三
部曲，能全部排出来的舞团，不用宣
传就能被舞蹈界承认。经过18年的
努力，上芭终于骄傲地宣布，如今已
经集齐了老柴三部顶级作品。在此
前的采访中，编导德里克·迪恩一直
强调它的难度，那它到底有多难？

“它的难度，不是仅仅体现在技
巧上，像《天鹅湖》也有难度高的，它
最难的是体力上，尤其对于女主角来
说，是巨大的挑战，”将扮演奥罗拉公
主的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国家二
级演员戚冰雪在开演前告诉青年报
记者，“这个角色需要从头跳到尾，每
一段又接得很紧，难度又高，所以体
力上很难支撑——《睡美人》是两个
半小时的舞剧，我如果不加上中场休
息的时间，一个人需要跳1-1.5个小
时。虽然《天鹅湖》也很长，但高难度
的舞蹈密集度没有这么高。”

她透露，团里开始着手准备这部舞
剧时，她根本跳不下来全部的舞蹈，“准
备了四五个月之久，一开始都是练动
作，导演给我最低的要求，是先跳下来，
很久以后才是根据动作再讲要求。”

艺术性要求同样高
一部舞剧，对演员来说，挑战的

或者是难度，但呈现在观众眼前的第

一诉求，却是“美”。《睡美人》就是极
美的，昨晚的首演，一票难求，几乎全
城热爱舞蹈的人士，都赶到了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而开场后男女主角还
没出场时群舞的表现，就已经震撼了
很多观众。一位吴姓古典芭蕾爱好
者告诉青年报记者，自己看过多个版
本的《睡美人》，“上芭的表现，群舞的
表现就已经是世界级的了！”

一百个编导有一百个版本的《睡
美人》，每一个版本都不尽相同。
2018上海芭蕾舞团版《睡美人》编导
——英国编舞大师德里克·迪恩
（Derek Deane）说道，“基于莫里斯·
彼季帕的版本，我紧扣主题，但也融
入我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和构思，用
我的想象去丰富每一个不同的角
色。”另外，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迈克也对本剧部分乐段进行了拆分
和改编。因此，观众们将欣赏到一些
独属于上海芭蕾舞团的《睡美人》舞段。

除了舞蹈部分，由于柴可夫斯基
在创作《睡美人》的音乐时就写下了海
量的乐谱，并且在首演前进行了大量
的删减。因此，其后的每一位编导凭
着自己的理解对柴可夫斯基的原曲
都会做出或多或少的改动，此次上海
芭蕾舞团版《睡美人》也不例外。在原
版第二幕“幻景”中，奥罗拉公主在王
子的深情一吻中醒来，二幕就此结
束。但是编导德里克为了剧情的完
整，为二人加入了一段双人舞。为此，

德里克和来自英国的编曲迈克·英格
兰（Michael England）在柴可夫斯基
的乐谱中找到了适合的曲段，并配上
了德里克最为擅长的古典芭蕾编舞。

对此，吴虎生也赞不绝口：“在我
演过的那么多王子的剧里，我最喜欢
《睡美人》的音乐。”

上海制作水到渠成
昨天的首演，除了技术难度，同

样让观众们震撼的，还有舞美灯光水
平，这些也代表了上海制作的水平。

“都说这是上芭的里程碑，排这部剧，
我觉得是水到渠成吧，有那么多前辈
的积累，加上现在全团的努力，才能
到今天这个程度。”吴虎生说。

本次舞美设计宫廷部分的灵感
来源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行宫——
凡尔赛宫。作为王国图腾的贝壳元
素也出现在包括奥罗拉公主的摇篮、
陷入沉睡时的大床、德西雷王子乘坐
的仙船等众多场景和道具中。担任
舞美与服饰设计的英国设计师彼得·
多切迪介绍道，“故事的每一幕都会
有十九世纪的典型风格，以契合这篇
创作于十九世纪的音乐宏章。从场
景的变换、剧中人物的造型等，都可

以找到许多元素去享受‘时光穿梭’
带来的曼妙体验。”

服饰方面，设计灵感并不局限于
故事发生的十七世纪末，而是汲取了
其后数个世纪的流行元素。仙女们
的舞裙都有与角色名字相对应的装
饰，奥罗拉公主更有4套镶满水钻和
蕾丝花的华美服饰。全剧共有270
余套服装，百余款假发、胡须、头饰、
头套，所有面料均采购自本地，为观
众带来的是百分百的“上海制造”。

《睡美人》从投入制作至今，与豪
华版《天鹅湖》相比，软景数量多出了
一倍，装置和道具也达到了三倍，硬
景数量更是超过豪华版《天鹅湖》三
倍之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呈
现完美的舞台效果，上芭的舞美工作
人员更是特别制作了“印”有繁复图
案的“睡美人”版地胶。

辛丽丽表示，“2018上海芭蕾舞
团版《睡美人》就音乐、故事和舞蹈而
言，是我们对纯正古典芭蕾风格的继
承；而就舞美、服饰和灯光设计而言，
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属于上海芭蕾
舞团的创作。《睡美人》的全球首演，意
味着我们上海芭蕾舞团的艺术实力、
管理制作都登上了新的高度。”

助力文创50条

上海文化新气象

区分小剧场找准定位

文化广场：做话剧就需要做有影响力的

上海制作对标世界一流水准

“上芭版”经典《睡美人》全球首演
被舞蹈界公认为上海芭蕾舞团里程碑

式的作品《睡美人》，作为第35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参演剧目，昨晚正式在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举行了“全球首演”。众
所周知，该作品因为极高的难度，被誉为古
典芭蕾“皇冠上的明珠”，能排演这个作品

的舞团，实力足以跻身世界一流的阵容，那么“上海制作”
的这部舞剧，到底美在哪里？又难在哪里？青年报记者也
特意在开演前走访了上芭，了解了其背后的故事。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