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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间剧场《猫神在故宫》将于6月22日在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首演，首轮演出10场，目前已全网开票。该
剧原著作者、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近日接受专
访，在她看来，好的儿童剧创作者要拥有阅尽千帆后的
赤子之心，新空间剧场《猫神在故宫》在忠于原著的同
时极具想象力。

绘本《猫神在故宫》出版以来广受读者喜爱，冯俐
说，绘本的创作源于出版社的约稿，“出版社编辑或许想
的是现在故宫里的‘鳌拜’‘吉祥’‘如意’们的故事，
但我写的却是另外一只猫的故事。”冯俐小时候家里养过
一只猫，现在家中有一只收养的流浪猫，已经养了九
年。“不仅对猫，我对所有的生命都有兴趣。几十年里，
我对这些人类以外的生命体的关注大概是没有间断过
的。”

故事中的情节有许多浪漫色彩，例如猫吐出了最后
一口气，飞到了月亮上。“民间说‘猫有九条命’，我原
来想这个系列绘本应该有9本，通过一只故宫里的猫不
同阶段的生命经历，反映出人类的情感。”冯俐说，这些
故事既是写给孩子也是写给大人的。“好的儿童戏剧、儿
童文学的创作者，应该是阅尽千帆，仍保留着赤子之心
的人。”在冯俐看来，儿童剧既要包含孩子们感兴趣的、
能够共情的内容，又要能让成年人在其中有所收获，这
样的作品才有厚度。

当得知《猫神在故宫》将要在天桥艺术中心一个特
殊的新空间里上演时，冯俐特别兴奋。“看到排练场的呈
现的时候，我非常吃惊，想不到三名演员能完成如此有
想象力的表演。说简单吧，但每一个简单里都充满了用
心。从道具、舞美到各方面设计，都特别用心，完成得
那么饱满，我觉得很了不起。”

冯俐透露，目前的舞台呈现非常忠实于原著，甚至
超乎自己的想象。“在剧中，猫天神戴着兔耳朵，我第一
眼看到时觉得奇怪。当他跟孩子们互动时自我介绍是猫
天神，小朋友问道‘你怎么会是猫天神？你是小兔子’，
他回答‘对啊，因为我在月亮上啊’。那一瞬间，我特别
感动，因为这源于原著中的一句话。猫天神的形象跟原
著产生了有趣的呼应。”

据悉，今年年底，中国儿艺还将与重要文化单位合
作，在中国儿艺大舞台上推出同名音乐剧 《猫神在故
宫》。一个IP，一年内推出两种形式的戏剧产品，会形成
新的儿童戏剧生产、运营矩阵，满足更多孩子的不同需
求。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冯俐，最看重的
身份仍然是“写作者”。“夜里11点到凌晨两点，这是我
20多年来所有作品酝酿、产生的时间，因为11点以前的
时间我都交给了日常工作。”

“儿童戏剧应该以孩子的视角去看世界，你会发现孩
子的视角是如此纯粹，如此不带成见，所提出的问题其
实是我们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我往
哪里去。”冯俐说，儿童剧一大魅力在于，它可以打动全
年龄阶段观众的心，“孩子的提问往往是我们要用一生来
回答的问题。” 来源：北京日报

《猫神在故宫》端午首演，

原著作者谈儿童剧创作：

阅尽千帆后童心不泯

心理学研究认为，音乐是常见的
三大触发怀旧的因素之一。戴着“歌
迷”的面具，社恐也敢放声歌唱。“去
个体化”的氛围散去之后，大家重新
拾起自己的身份，回到现实生活中
去。

——————————
最近几天，朋友圈里在北京的朋友们

“疯了”，不是发在鸟巢里拍的“好好好想见
到你”，感慨“爷青回”；就是发在鸟巢外也
能感受到的内场震感，顺便叹息一波“你们
都是怎么抢到票的”。不在北京的朋友们
也没闲着，演唱会期间，很多人都在转发五
月天的老歌，并借此写下自己年少时的记
忆。

今年对歌迷朋友们来说，简直是黄金
时代。五月天之前，周杰伦在香港的演唱
会，同样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没买到票、在
场外听个热闹的大有人在；还有李荣浩、华
晨宇、毛不易……无论哪一场，都能勾起一
波“回忆杀”。

演唱会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如此
着迷？

喜欢听演唱会，主打一个氛围
葛瑞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员工，下

班后有时会去兼职脱口秀演员；周周是实
验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就几乎和“周
末”无缘，疫情期间还差点弄丢了为数不多
的“年假”；小张是中学体育老师，每天穿着
同样款式的运动服运动鞋、戴着同样款式
的遮阳帽，从早到晚。看上去毫无交集的
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五月天的歌
迷。

5月底的鸟巢，3个素昧平生的人挨在
了一起。原本略显尴尬的氛围，在3人一起

“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
时消失殆尽，她们一起听歌、鼓掌、跟唱、尖
叫、挥舞荧光棒、拍照和录像……在这几个
小时里，3个人感觉彼此之间简直成了灵魂
之交。

这就是演唱会氛围的奇妙作用，场馆
好像建起了一道与现实生活的围墙，无论
在墙外时你是CEO还是打工人，是“社畜”
还是学生，在这个场内，大家平时的个人身
份都不再重要，群体的特征“淹没”了个性，
大家都只是歌迷，世界只有音乐，需要做的
事情只有享受。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去
个体化”，戴着“歌迷”的面具，社恐也敢放
声歌唱。

而在演唱会结束、观众陆续散场时，3
个人也感受到了同样的“不真实感”——葛
瑞打车排到了一百多号，微信里有3个同事
或领导的未读消息；周周本来以为肯定能
赶上宿舍门禁，但流连拍照修图让她坐过
了站，今晚可能要登记晚归和明天要给导
师汇报进展都让她感到焦虑；小张的嗓子
比连上了四节课还哑，但想到明天真的要
连上四节，她宁愿在鸟巢里再唱四小时。

“去个体化”的氛围散去之后，她们重新拾
起自己的身份，回到现实生活中去。

听到自传歌曲，想起年少回忆
演唱会除了能创造出超出日常的仪式

氛围，还能来一波“回忆杀”，让人沉浸在少
年时的回忆里，也就是让人“怀旧”。怀旧
是一种对过去苦乐参半的渴望，既可能有
向往过去无忧无虑、羡慕儿时简单生活等
积极情感体验，也可能有对过去失败、孤
单、不如意等感到苦涩的消极情感体验。
不过整体上，怀旧时的积极情绪会更多一
些。

心理学研究认为，音乐是常见的三大
触发怀旧的因素之一。瑞士的一项研究，

就直接在音乐节上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
参与者听到音乐时产生的情感中，“怀旧”
就是最常见的之一。而且，不同时期的音
乐引起的怀旧程度也不同，对90后来说，听

《告白气球》肯定没有《晴天》引起的怀旧情
绪多，《玫瑰花的葬礼》也比《三尺》更能勾
起回忆。

为什么这些音乐会让人怀旧呢？英国
杜伦大学的心理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
释。虽然我们在音乐里听的是歌手的故
事，想起的却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是
说，音乐触发了我们的自传体记忆。比如，
听《盛夏光年》时，我们可能会想到把它作
为班歌，和中小学同学们一起合唱的场景，
想到排练时一起做的傻事趣事；听《晴天》
时，我们可能会想到KTV刚流行时，和朋友
们一起边唱周杰伦边非主流自拍的周末下
午；听《玫瑰花的葬礼》时，我们可能会想到
青春里暗自喜欢一个人却无法如愿时，独
自感到失落的时刻，听的也是这首歌……
我们当年做的这些事、听到的这些音乐、当
时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共同存放在我们的
记忆中，而再次听到其中的音乐时，就像勾
起了其中一个线索，让这些内容都重新浮
现在我们眼前。

经常积极怀旧，建构生命意义
我们知道了演唱会能带来“回忆杀”，

但这样的“回忆杀”为什么让我们着迷呢？
当然是因为，怀旧有很多积极的作用。

怀旧可以抵御消极情绪，提升自我评
价。消极情绪也常常会触发怀旧情绪，而
在回忆过去时，我们想起的多数是积极的
事，比如自己那些曾经做成功的事、被其他
人赞扬和羡慕的时刻，即便是失败丢脸的
场景，也可能会加上厚厚的美化滤镜。这
些积极的回忆毫无疑问能安慰到此刻消极
的自己，让自己重新确认“我还是我”“我以
前做成功过，现在、未来还是能成功的”，让
自己感受到更多的生命意义感。

怀旧还可以创造联结感，促进亲社会
行为。当一个人下班回到只有自己的出租
屋，想找人分享日常却不得时，孤独就可能
会开始触发怀旧，让人回忆以前和朋友们
一起唱歌听歌的日子，而这种回忆能带给
我们联结感，仿佛朋友们仍然在我们身边
一般。这种感受还会进一步促进我们的亲
社会行为，让我们更愿意去帮助别人，创造
更多更真实的人际联结。和伴侣一起怀
旧，还可以让两个人更亲密、对关系更满
意，也更愿意投入承诺。

所以，去听演唱会、去怀旧、去回忆我
们过去的快乐和美好吧。只是也别忘了，
怀旧更重要的作用是，更好地生活在现在、
更好地创造未来。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们为什么爱演唱会“回忆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