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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全新阵容的话剧
《浮士德》日前在京开启新
一轮全国巡演。该剧改编
自歌德诗剧，2019 年 12 月
在南京首演。主创在剧中
增加了幽默成分，力求让观
众通过具有亲和力的表现
形式开启一场深刻的思想
求索旅途。

来源：新华网

话剧《浮士德》开启全国巡演

巨型的青铜纵目面具上流光溢彩，神秘的远古祭祀仪式在光影中重
现……近日，“遇见古蜀：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将在遇见博物馆·798馆
开展。展览通过近千平方米的光影空间，以科技诠释三星堆文化，为观众带
来体感互动、声光影交互的看展体验。

展览分为“古蜀觅踪”“敬事神明”“梦回古蜀”“神国万象”四大单元，从展
现形式上分为静态展陈和光影大秀两大部分。其中，静态展陈通过古蜀元素
提炼、大型场景模拟还原、文物仿制品展陈、数字多媒体互动等展现三星堆的
考古发现，以及古蜀国的生产生活、祭祀文化、信仰体系等。青铜神树、大立
人像、三星堆大面具、纵目面具、人头像等三星堆文化代表性文物仿制品，使
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光影展创作的灵感来源。

光影单元“梦回古蜀”则以“蜀·魂、蜀·现、蜀·迹、蜀·祭”为叙事脉络，与
静态展陈空间的内容互相辉映。三星堆的面具、神树、神鸟、器具等经典形象
经过元素提炼和二次创作后，结合宏大音乐、恢宏视效为观众带来视觉听觉
双重体验。在光影动画的演示下，太阳的力量使得沉睡千年的文明逐渐苏
醒，在太阳光芒照射下，器物上的斑驳锈迹逐渐消散。在各面展墙上展翅翱
翔的神鸟，再现了远古时期“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

“这是我的影子吗？我动他也动！”在展览的体感交互环节，观众通过定
点识别技术可以生成自己的古蜀人体态镜像。当观众摆动身体时，对应的古
蜀人形象也随之舞动，仿佛现代人与古蜀人跨越时空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展
览用光影的形式让三星堆文物‘活’起来了，可以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古蜀
文化的独特魅力。”观众吴先生说道。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评价，展览借助科技力量打造沉浸式
的体验，带领观众梦回千年，沉浸于广阔瑰丽的古蜀大道。期待文博机构和
收藏单位进一步探索与市场化、创意型机构的合作，拓展文物资源活化利用
的途径，发挥自身研究成果的专业性，激发创造力。

展览将展出至2024年4月7日。 来源：《北京日报》

数字技术诠释古蜀文化
三星堆文物在光影中“活”起来 传世名著《世说新语》遇见“世界非遗”昆曲、取材于无锡古典爱情故事的

首部小剧场锡剧、“竹林七贤”代表人物嵇康在越剧中“逆天改命”……“2023
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热烈的不只是台上的演出，还
有幕后的剧本创作。在今年的展演中，可以看到多部原创剧本集体登场，带
领观众访古问今。秉持包容不拘的选剧品格，“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不仅仅
是展演的平台，同样是戏剧文学相辉的舞台，青年戏曲人从中崭露头角，更多
编剧也因此“被看见”。

什么样的小剧场，让梅花奖演员“爱演也怕演”
“这个中国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雪夜，在昆曲的舞台上伸了个懒腰，活了

过来。”编剧罗周这样形容昆曲《世说新语》中的“访戴”一折，王徽之雪夜访戴
逵，未至而返，名士潇洒自适的心性让她在创作过程中屡次动容，泪流满面。
昆曲素来以明清传奇为依托，《世说新语》系列将魏晋这一极具魅力的时代搬
上了舞台，填补了昆曲舞台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

前晚，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出品的《世说新语》之“索衣”“访戴”在长
江剧场·红匣子上演，演出结束，众多戏迷守住剧场后台出口，围堵“访戴”主
演施夏明要签名。鲜在昆曲舞台上见到的叙事题材不仅让观众惊艳，也让演
员跳出了舒适区，连梅花奖演员施夏明也感慨——“‘访戴’是我最爱演也最
怕演的一出戏，它身段程式的丰富性，在我排演过的戏中是前所未有的。”演
员丰富的身段、翻飞的斗篷，亦歌亦舞的舞台上点点雪花飞扬出一整个诗意
空间。

小剧场，贵在创新与不重复。大戏小演、老戏新演早已无法满足创作欲
旺盛的编剧们。接到无锡市锡剧院的创作邀约，青年编剧俞思含与院方首先
敲定的，就是要为剧种的首部小剧场作品量身打造一部剧本，“用锡剧的形
式，书写这座城市的古典爱情故事，是一次别样的体验，也彰显了江南的地域
文化特色”。她对记者表示，锡剧《红豆》应运而生，昭明太子与女尼慧如纯粹
的爱情故事难得地走上舞台。年轻的编剧将钟爱的浪漫电影桥段化进剧中，
便有了作品开头，萧统与慧如在月明之夜，不再隐藏相思之苦，向对方奔跑而
去的动人场面。

在实验的阵地，青年编剧边尝试边创作
“我是从小剧场成长起来的演员！”《红豆》已经是俞思含带进“中国小剧

场戏曲展演”的第四部作品，三部原创、一部经典改编，高产出的背后是她作
为编剧的积累与进步。这两年，她也逐渐开始尝试大剧场作品，在她看来，正
是在小剧场创作中锻炼起来的剧本构作能力给她提供了底气。“在有限的空
间和时间里要把戏剧性展开，小剧场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墨要更
凝练，视角要够独特，文本与剧种要更贴合。”

无独有偶，编剧张燕有着类似感受。昨晚，越剧《假如我不是嵇康》首演，
张燕在剧中给予嵇康三次“从头再来”的机会，选择了长乐亭主、钟会、吕安三
个对嵇康而言至关重要的对手人物，借纯虚构的“广陵仙子”形象穿针引线。
假定性的手法将嵇康的不同人生阶段流畅地串联在一起，观众也得以快速地
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思考关于知识分子的性格命运和人生价值的问题。

《假如我不是嵇康》的叙事手段不仅对观众来说充满新鲜感，对于编剧同
样是一次试水。“边建构、边破解、边想象，”这是张燕的第一部戏曲小剧场，

“没有了大剧场审美习惯的限制，创作者可以用上十八般武艺，放开手脚地构
思。”她对记者说：“小剧场就像是一个小孩，可以在尝试中犯一些小错误，也
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上天入地。”创作过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多种门类的
舞台艺术，张燕感慨戏曲自带的深厚养分能够极大地滋养创作者，从中式美
学的人物塑造，到唱词中的韵律感，无不让她受益匪浅，“小剧场是实验的阵
地，希望这部作品是我小剧场戏曲之旅的一个起点”。 来源：《文汇报》

让原创精神烛照创新戏剧空间

观众体验展览的光影单元“梦回古蜀”（图片由遇见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