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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看剧演出
《蛮好的人生》收官留下了什么？

最新披露：文旅打卡成规模效应
CSM全国网数据平均收视率 1.62%，是今年央视八套黄金档收视率最高的作品，近五年排名

第二，最高单集 2.17%，仅次于破纪录的《狂飙》……近期收官的沪产电视剧《蛮好的人生》，在播
出阶段话题收视双丰收，孙俪扮演的女主角胡曼黎更成为当下热议度最高的角色。

在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蛮好的人生》研讨会上，上海文
化和旅游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罗毅透露，《蛮好的人生》通过正面
表现专业领域、深度融入上海城市地标、充分展现海派内核、联动文商旅体资源，成为“沪产电视
剧”的又一精品力作，而它引发的城市文旅打卡已形成规模效应。

更好看的上海等你打卡

从东方明珠的璀璨夜景到石库门弄堂的市
井烟火，从虹桥 CBD的摩登繁华到松江老城的
生活质感，在上海取景的《蛮好的人生》不仅讲
述了一个动人的海派故事，也掀起了一股来沪旅
行的热潮。
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

巡视员罗毅介绍，《蛮好的人生》在上海近 90
个城市空间取景，这些场景不仅仅是影视剧的背
景，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元素，全方位展现
了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城市特质。而市
区各级文旅局以及文旅地标积极响应，让“影视
赋能”与上海文旅商体展融合形成共振。
他举例说，该剧引发的城市文旅打卡已形成

规模效应。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
“环东方明珠”“文艺梧桐区”“洋房复古”“踏
青野趣”等 4条剧集同款打卡路线，受到剧迷和
游客的欢迎，“影视 IP+ 线下体验的模式，正是
上海文旅融合新范式的生动实践”。

更生动的人物表达

线下的文旅热潮，与《蛮好的人生》成功的

人物塑造密不可分。
导演汪俊坦言，他一开始就被女主角胡曼黎

所吸引，“这个人物我为什么有那么大冲动，就
是她不完美。我在创作时保留了她的不足，让人
物的灰度得到充分的体现，让观众更相信这就是
我们身边的人。”
他举例说，现场有一场戏是胡曼黎先后遭遇

工作和儿子教育的打击，却依然回到家烧饭给孩
子吃，“我开着机录了将近半个小时，从她切、
洗，到炒菜再到盛出来到端上桌，这个过程中她
流着眼泪，那种无言的流泪，每次剪到这儿我都
会掉眼泪。这个戏成功一大部分，在于孙俪塑造
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胡曼黎。”
编剧费慧君则表示，过去人们写到上海女

人，往往有刻板印象，“要么就是家庭主妇，好像
对职场上的事情一无所知；要么就是行业的精
英，穿高跟鞋和豪华套装在光鲜的写字楼里走来
走去。但我想说这并不是当代中国女性的典型形
象，也不是上海女性的集中反映。”因此，她在创
作中追求真实，“一直到本剧的最后，我们都没
有让胡曼黎走上所谓的人生巅峰，真实的人生没
有这么多走上巅峰，我们可以让她做到的是完成
内心的自洽。”
从表演上说，《蛮好的人生》也给演员提供

了发挥的空间。孙俪表示，胡曼黎不是一个“精
心包装的大女主”，而是一个“在生活泥潭里摸
爬滚打的真实灵魂”。“我记得第一次跟主创开
会的时候，我就说不要怕写缺点，因为这些都是
人物的呼吸感，人物真实立体，才能更接近大众
的生活，我希望编剧能把原来给予人物不完美的
毛边完善下去。”

对此，在戏中扮演戏中胡曼黎父亲的演员周
野芒则夸奖孙俪“心中有千军万马，表面平淡如
水”，“这是一个极其有定力的演员，你跟这样的
演员演戏就觉得舒服，就像爬梯子一样，你爬得
高，我还要爬得更高，特别过瘾”。

晨报记者 曾索狄

意大利当地时间 5 月 12 日晚， 拥有 212 年
历史的意大利科莫歌剧院迎来 2024-2025 年春
季演出季收官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廖昌永携手世界著名
声乐合作钢琴艺术家哈特穆特·霍尔带来 “中国
之春： 廖昌永与哈特穆特·霍尔中国艺术歌曲音
乐会”。

科莫歌剧院是意大利北部最古老、最具影响
力的歌剧院之一，也被称为“小斯卡拉歌剧院”。
在这里， 演出将 16 首中国艺术歌曲化作流动的
东方画卷，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中西方文明的音
乐对话。

现场还有不少观众专程从瑞士、 奥地利、德
国、西班牙等国赶来，音乐会结束后久久不愿离
去。

16支名曲
微缩千年中华精神文明史

作为古典音乐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艺术歌曲
在欧洲已有将近千年的悠长历史。
2021 年，中国艺术歌曲也迎来自己的百年

大观。廖昌永与哈特穆特·霍尔联合编著的《玫
瑰三愿：中国艺术歌曲 16首》，由全球最古老的
音乐出版社———德国大熊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中
国古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首次以中、德、英三种
语言在国外出版。
而 5 月 12 日晚两人在科莫歌剧院联袂上

演的，正是这 16首中国艺术歌曲精品。
音乐会的曲目单堪称一部微缩版的中华精

神文明史：《幽兰操》里有着先秦文人君子的气
节，《枫桥夜泊》《阳关三叠》的一物一景尽是唐
朝士人对家国秩序的期盼、与友人难舍的情感，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映照着宋代的生命哲
思，《玫瑰三愿》里又有战时文人临危不乱的风
骨……
正如哈特穆特·霍尔所言：“艺术歌曲，就是

诗歌和音乐的二重奏。”这 16支曲子，采诗合
乐，把中国音韵美、文学美、情感美和深刻哲思融
于音乐。
“千言万语不如清唱一句。”廖昌永说，“对

外国观众来说，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听懂中文，但
往往能被中国艺术歌曲独有的韵味和深厚的情
感所打动。而音乐家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与观众
交流的过程，满怀深情地演唱，就会收获观众真

诚的反馈，这样的音乐传递出的真善美总是能够
穿过时空、越过山海，唤起人们的心灵共鸣。”
当地音乐评论家们评价说：“歌唱家的技巧

完美、艺术感染力丰沛、音色如丝绒般悦耳、每个
发音吐字都清晰可辨，有如室内乐般的婉转呼吸
变化。”

步履不停

绘制中国艺术歌曲世界版图

科莫歌剧院的演出结束后，廖昌永与哈特穆
特·霍尔的艺术歌曲之旅还将前往德国、芬兰等

地，绘制出中国艺术歌曲在全球范围内更广阔的
文化地理版图。
“这些年，通过中国艺术歌曲的国际推广，

欧洲的观众对中国音乐艺术的过去与未来，对用
中国的美丽语言所讲述的人类共同的悲喜深感
震撼和共鸣，这就是音乐的意义所在。”哈特穆
特·霍尔说。
除了当晚的音乐会之外，廖昌永此行还与上

音师生走进在国际音乐界享有盛誉的意大利
“加拉拉泰普契尼音乐学院”校园，通过大师班、
讲座等活动，与当地学子、观众面对面交流音乐
与传播中国文化的感悟。
得益于上海音乐学院多年来构建的“教创

演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从中国艺术歌曲百
年项目到连续举办四届的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
乐比赛，再到在瑞士、维也纳、意大利、德国、芬
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唱响“中国声音”，如
今已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创研 -传播”系统。值
得一提的是，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歌曲海外展
演项目荣获 2023 年度、2024 年度上海市国际
传播领域的最高奖项“银鸽奖”。
在廖昌永看来，“我们不遗余力地在全世

界推广中国艺术歌曲，一方面，希望通过中国艺
术歌曲，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的歌唱家聚在一起，促进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互
鉴；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中国艺术歌曲，
继承黄自、贺绿汀、周小燕等前辈的教育精神，
为中国培养优秀的艺术人才。在全世界的艺术
歌曲中找到中国艺术歌曲的位置，同时让中国
艺术歌曲登上国际舞台，表达中国文化的丰富
内涵。”

晨报记者 王 琛

“千言万语不如清唱一句”
廖昌永在意大利科莫歌剧院唱响“中国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