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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灯暗下的小剧场里，表演的演

员有5人，小观众是6人，现场6个志愿

者陪伴着这6个家庭。明明灭灭的灯光

化作漫天星光，5名演员在敞开的空间

里带来呼啸的海风、摇曳于夜色中的桅

杆和暴风雨中翻飞的海鸟，带着6个小

观众“登临魔法岛屿”。这部沉浸式儿童

剧《暴风雨也不怕》是特殊的剧场作品，

每次演出的观众仅有6个家庭，它是专

为特需儿童制作的公益戏剧。4月2日是

“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这天上午，上

海儿童艺术剧场的特需儿童公益小剧

场迎来第400场演出。

今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海星之

愿”特需儿童艺术启发公益项目到了第

8年，通过引进剧目和汉化剧目，为孤独

症谱系、智力障碍、脑瘫、唐氏综合征等

认知障碍谱系的儿童提供小微剧场的

沉浸式戏剧体验。截至前天，该项目为

特需儿童提供演出400场，其中51场在

社区及特殊教育学校巡演，另有3个场

次尝试特需儿童和普通儿童融合观演，

迄今有超过2300个特需儿童家庭通过

这个项目让孩子参与社会融合。这项提

升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工程，使上

海儿童艺术剧场成为国内首家提倡包

容性和融合性的儿童感官友好剧场，同

时推动上海“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不用遵守“剧场纪律”的剧场

2017年4月，上海儿童艺术剧场首

度尝试引进英国班布洛剧团的《可爱的

农庄》和《暴风雨也不怕》。这两个作品

各有侧重，《可爱的农庄》为6—14岁的

重度智力障碍、脑瘫和唐氏综合征儿童

创作，《暴风雨也不怕》目标受众是6—

14岁的孤独症谱系儿童。之后，在2018

年和2019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继续引

进《温柔的巨人》和《月亮上的歌》，这两

部作品同样面向6—14岁的特殊儿童，

《温柔的巨人》可以看作是《可爱的农

庄》姐妹篇，适宜重度智力障碍、脑瘫和

唐氏综合征儿童，《月亮上的歌》为孤独

症谱系儿童而作。也是自2018年起，剧

场在引进剧目的同时，从本土的特殊学

校教师中招募演员，成立并培训汉化版

剧组，推出中文版《可爱的农庄》和《暴

风雨也不怕》，成为剧场的保留剧目。

为特殊儿童量身定制的沉浸式小

剧场，每场的观众人数很少，需要配置

与小观众同等人数的志愿者。在陪同

家长和志愿者的协助下，整场演出要让

表演者和小观众进入“一对一”的互动

交流。在这些演出中，不存在常规意义

的“剧场纪律”。小观众被鼓励触摸道

具，在场景中走动，完全地抛开“你应该

这样”或“不可以那样”的规则，演员尊

重小朋友的任何反应，不评论，不打断，

让孩子和演出、和他人产生联结感。

由于每场开放的观众数限制在6个

家庭，面向特殊儿童的沉浸式戏剧节目

是游离于演艺市场的公益项目。从破

冰的第一场到润物细无声的第400场，

给特需儿童的戏剧面临的更多挑战在

经济压力之外。孤独症谱系的儿童很

容易在陌生的环境中爆发应激反应，变

化的光线、黑暗中的声响、甚至小剧场

关门的一刹那，在日常生活中“平平无

奇”的细节，很可能触发特殊儿童的情

绪开关。曾出现过有孩子因为怕黑而

崩溃，有孩子抱住道具乐器不肯放手，

剧场和剧组对这些孩子的态度是尽可

能地安抚与陪伴。“感官友好海星包”就

是为特殊儿童设计的看戏装备，内含降

噪耳机、遮光墨镜、涂鸦笔和减压小玩

具。在情绪应激之外，一部分孤独症谱

系儿童会出现无征兆的暴力行为，有一

次，一个不到13岁但身高超过190厘米

的自闭症孩子，突然向演员挥拳……

通过艺术，特殊儿童参与
社会性活动

很多时候，特殊儿童不会像普通儿

童那样，对演出和表演者给出热烈的、

快乐的正向反馈，面对特殊儿童，更多

时候要应对他们不可控的情绪和行

为。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为什么艺

术家和剧场要坚持做下来？上海儿童

艺术剧场总经理沈莉提到，联合国《儿

童权利公约》里有一条，“参加文化艺术

生活是每一个儿童的权利”，特殊儿童

不该被隔绝在社会生活之外，更不该被

隔绝在艺术生活之外。

“海星之愿”公益项目覆盖的受众

群很小，但是对那些走进了这个小剧场

的孩子来说，他们得到了来自艺术的百

分之百的照拂。她分享了一个来自深

圳的孤独症儿童家庭的故事，那个孩子

的病情非常严重，被父母第一次带到上

海时，已经坐在轮椅上，陷入木僵状态，

不能行动，也不会开口。孩子的父母四

处求医，在几乎丧失一切希望时，把戏

剧当作聊胜于无的疗愈方式。母亲陪

孩子数次往返于上海和深圳，因为当

时，全国仅有上海的儿童艺术剧场有面

向特殊儿童的沉浸式戏剧。虽然孩子

缩在轮椅里，不动，不吭声，但每一场的

表演者坚持和她互动，不知道看到第几

场，这个孩子对着表演者，突然发出

“啊”的一声。她的母亲当场泣不成声，

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

回应了外部世界。

意大利艺术家德尔邦诺在去年5月

带领他的剧团在沪演出时，说过这样的

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把疾病当作

耻辱，把唐氏综合征患者关在家里，而

我把他们看作被神亲吻过的人，是我的

剧团里的主角。”如他所说，特殊人群不

该被艺术、被生活所屏蔽，特殊儿童尤

为如此。“海星之愿”公益项目的出发点

是鼓励特殊儿童家庭通过艺术的渠道，

让孩子参与社会性活动。给特殊儿童的

沉浸式小剧场是起点，鼓励他们在戏剧

中、或是用戏剧的方式，和他们身边的

外部世界“谈谈”。这个剧场不是特供给

特殊儿童的“结界”，只要孩子的生理和

心理状态允许，这些有着特殊需求的孩

子也可以融入普通孩子，进入更多的儿

童戏剧现场，从看戏常态化，走向融合

生活的常态化——他们需要特殊的关

怀，更需要接受平等和尊重的眼光。

8年   场，用戏剧点亮特殊儿童的生活

穿上马面裙、手捧戏曲咖啡，

欣赏一场国风演出……日前，宛平

剧院与长江剧场共同发布“ZUI国

风 IN国潮”2024年度演出季。演

出季紧跟当下深受追捧的国风国

潮，集合“家门口的大剧场”和

“闹市区的小剧场”3个剧场空间、

2个演艺新空间，共推出105台500

多场演出及活动，在舞台上用生

动鲜活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在剧

院里传递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

中国风浓郁，“天下第
一团”加盟

本次演出季将迎来两部首演大

戏，《龙潭英杰》（提高版）与沪剧

《苏河十八湾》双双以扣人心弦的

历史故事和热气腾腾的生活为题

材，前者讲述革命者在艰难困苦岁

月经历的严酷考验，他们坚守本

心，以赤胆忠心迎接革命胜利；后

者聚焦城市的日新月异，以小视角

反映大变迁。上海越剧院男演员集

体上阵的越剧《好八连》则塑造了

一幅中国军人群像，一代又一代老

兵去新兵来，好八连的旗帜始终高

高飘扬；在央视春晚舞台上出圈的

民族舞剧《五星出东方》和对宋韵

文化深入挖掘的民族歌剧 《李清

照》也将与上海观众见面。这两部

作品是宛平剧院拓宽演出领域、在

剧种样式上的新突破，希望以剧场

为媒介，将传统文化、地域特色呈

现在舞台上，为演出季增添纯正且

鲜明的“中国风”。

作为戏曲剧院，宛平与长江

在夯实戏码头上始终不遗余力，

京昆沪越淮评弹等多元剧种的经

典与传承剧目将集体亮相，包括

京剧名家史依弘的演出季“季中

季”系列、傅希如领衔的京剧

《将相和》、沪剧“教科书”级的

经典剧目《陆雅臣卖娘子》《庵堂

相 会》、 越 剧 青 春 版 《舞 台 姐

妹》、都市新淮剧开山之作《金龙

与蜉蝣》、经典锡剧《珍珠塔》等

戏迷心中的精品佳作。值得一提

的是，“天下第一团”系列演出将

入驻本次演出季，宁波甬剧、余

姚姚剧、宁海平调、新昌调腔等

剧种将轮番登台。

与此同时，演出季也关注到传

统与先锋的对撞。一批小剧场戏曲 《假如我不是嵇康》

《宴祭》《微神/Vision》《再生 · 缘》《洞君娶妻》等巧妙地

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审美潮流紧密结合，多元的样

式和创新的表达，为走进剧院的观众呈现一幅幅传统文化

与现代潮流交织的绚丽画卷，让人在浓郁的传统色彩中体

验到新颖别致的国潮之美。此外，国风民乐艺术家方锦龙

将以传统国乐接轨流行音乐，带来 《青春国乐进行

时》——方锦龙和他的弟子们国潮音乐会，呈现一场音符跳

动的盛宴。

打造“氛围感”沉浸式体验，让戏剧提前发生

步入宛平剧院，一楼共享大厅的中式茶饮区域别具风

情，茶席之上，品一壶佳茗，香氛茶饮品种丰富，不仅满

足了年轻观众的仪式感，也让饮茶更富人文艺术气息。四

楼观景走廊则提供了一个俯瞰全场的优越位置，观众在欣

赏演出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剧场独特的氛围。

作为宛平剧院的艺术美育品牌，“大宛集”今年迎来

全面升级，将集表演、展示、赏析、跟学、手作DIY为一

体，提高公共艺术教育供给，让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不

同的学龄人群之间，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让艺术在身

边发生。剧院还将规划汉服体验区，推出中式奶茶，推动

传统文化与国潮风尚相互交融。

据了解，演出季还将根据不同剧目，精心打造演出前

期沉浸氛围，提升观众的观剧附加值，让剧院不仅仅是一

个看戏之处，更是一个集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场所。在2024演出季的现场，宛平剧院将传统与时尚相

融合，打造曲项琵琶展、复刻《舞台姐妹》后台布置，让

戏剧提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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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文学大IP《琅琊榜》走红荧屏开

始，近年来《梦华录》《长风渡》《苍兰诀》等古

装剧掀起一波波热潮，中国传统文化在荧屏

与网络的流转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日前，

在“网络视听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主题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绍刚、北京

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巍以及爱奇艺副总裁

钮继新等多位行业专家认为，网络视听创作

正在促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加速提质。

“穿古装”不能与“传统文化”
简单地画等号

《琅琊榜》以写意又不失真实的视听效果，

给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感；但在一定

的历史故事背景中又处处充溢着现代人的思

想理念。张绍刚认为传统文化并不是简单地

与“穿古装”画上等号：“描述当下也可以有传

统的精神，描述过去也可以有现代的意义。”

古装剧蕴含的思想可以是现代的，而现

实主义题材作品也可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

力。典型的例子如改编自关汉卿元曲《赵盼

儿风月救风尘》的《梦华录》，在传统的古代女

性智慧的故事基础上，融入了对个人出身不

公的抗争以及依靠个人努力自强自立的现代

意识。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人世间》以中国传

统家庭伦理为内核，讲述的是小人物在大时

代面前努力的故事，以及社会温情为个体带

来的治愈，点点滴滴之间无不弥漫着中华传

统美德。因此，张绍刚认为：“只要在历史、地

理、人文、哲学这些方面有良好表达的影视剧

作品，就能被称之为符合传统文化的作品。”

对于如何让当下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产生

共鸣的问题，张绍刚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正

确的角度。比如致敬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的

古装剧《长风渡》中展现古籍里大户人家婚嫁

的大婚场面，现象级爆款古偶剧《苍兰诀》中

蕴含的32种非遗传统工艺等等。“能够受到

大众喜爱与讨论正是因为审美共振——现实

主义题材中蕴含传统文化，古装题材里也有

对现实的折射，两者结合得越好才能将传统

文化传播得更广。”张绍刚说。

创作能与现代观众精神共鸣
的女性形象

优秀的影视作品想要收获观众的喜爱，

往往需要同时兼顾传统文化的表达和新时代

精神的展现，如新派历史短剧《显微镜下的大

明之丝绢案》在视听的呈现以及改编的思路

上，将古装传奇和古装正剧进行结合；古装武

侠剧《一念关山》则展现东方美学和侠义精

神。张巍认为：“从剧本创作开始更好地激活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最关键的一步。”

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张巍提出在影视

创作过程中：“应关注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强

精神，以此为灵感创作出能引发共鸣的女性

形象。”她观察到当下很多女学生在思想价值

观上的共通性——做独立和自强的女性。在

她们的影响和启发下，张巍认为要与女性进

行精神上的沟通、联结，创作出能够引发共鸣

的女性形象：“古装剧中的人物不是现代人，

因为她们会遭遇当时的困境；但她们也不完

全是古代人，因为其思想价值观和今时的女

性是共通的。”

有“文化浓度”的小成本精品
可以赢在精气神

投资很大、阵容很强的就是大古装剧

吗？钮继新并不完全赞同：“其实最后决定一

部剧能做多大的因素可能是隐性的，比如说

剧中的文化浓度、高度、立意等等，或者能为

观众萃取出新的视角。”

从近年来一些影视剧的表现来看，投资

巨大的作品未必部部成功，小成本的精品之

作反而屡屡给人惊喜。例如此前的《御赐小

仵作》《大宋少年志》等作品，或是以精致的剧

情引人入胜，或是以昂扬志气打动人心，收获

了良好的观众口碑。与之相较，不少声称投

资巨大、阵容豪华的古装大片却折戟沉沙，观

众并不为“硬件投入”埋单。

古装剧的成功范式，始终在于对传统文

化的表达，以及将其与现代精神的结合。此

前推出过《天盛长歌》《夏至未至》《爱情公寓》

《破事精英》《天才基本法》等多部为人熟知作

品的钮继新对此颇有心得。回顾创作经验，他

表示自己会在两个大框架下进行创作：“第一

个是骨肉皮的层面，即无论是当代剧还是古装

剧，故事的框架、立意，剧情、台词和服化道是

否有传统文化的味道；第二个是精气神的层

面，即中国人的底蕴或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要如何做到让观众觉得既遥远又相通。”钮继

新以综艺衍生剧《大王别慌张》举例：“故事讲

述的是一群边缘‘小妖怪’，但最终落点是小

人物在遇到困难时如何保持积极乐观。”

传统文化创新表达激发审美共振

“斗恁个吃”“真得劲”“嘹咋咧”“倍儿

棒”——这并非方言节目，而是系列纪录片

的分集标题。南腔北调的口头禅被做成“索

引”，为屏幕内外最普通的“干饭人”当起

美食导游。

《街边下饭魂》 第二季火热收官，以全

新视角完成了从第一季到第二季的 IP升

级。它不仅尝试了传统美食纪录片对食材

与烹制过程的各色拍摄手段，更站在万千

普通劳动者的视角，解锁温度与态度并存

的故事。自开播以来，该片不仅吸引网友

按图索骥跟着纪录片去街边打卡市井风情

或寻踪城市记忆，更由一方人观察到一方

水土，切入大时代里不同城市发展的一页

注脚。

有网友在纪录片的评论区留言，追问第

三季何时开启，有的干脆“许愿”下一次自

己的家乡能够入镜。当氤氲着烟火气的美食

人文故事能让本地人念情怀记忆、让外地朋

友感同身受，街边美食升腾起时代滋味，也

许就是这类纪录片小而美的样子。

以小见大，街边小摊背后也有
大时代

如片名所示，《街边下饭魂》里的美食可

谓俯拾皆是，盒饭、串串、烤肉、羊杂汤、蛋烘

糕……都是各地相似的烟火日常。同样，片

名短语的偏正结构早早点题，纪录片的主角

是“人”，平凡美食承载和慰藉的总是人的期

冀与情感。

本季纪录片分五集，主创走进重庆、许昌、

延安、雅安、北京五地，跟随一个个普通人去找

寻大城小巷的美食秘境，挖掘平平无奇一蔬一

饭蕴藏的人文篇章。在重庆，“鲜姐”的盒饭在

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一卖就是20余年，眼见这

片曾经的“梦想高地”在电商冲击下日渐黯

淡、失去光环；另一边厢，“芳芳”直播间里的

百万粉丝“云吃肉”，本地打工人不约而同奔

赴大树下的街边摊“线下体验”。在北京，胡

同里的炙子烤肉已攒出了30来年好名声。忆

当年，拆迁补偿款给了刘阿姨一家开店的启

动资金，于是，四九城里开出了这间以地道京

味儿走红网络的烤肉店。“流量”的转向、小店

的成长，社会发展的变迁就如时序更替一般，

映衬在摊主的人生背后，映照出时代的模样。

第二季的五座城市里，雅安显得格外特

别。这座被风景眷顾的小城，也曾遭受自然

的暴击。纪录片主创对大家刻骨铭心的集体

记忆只字未提，可就像弹幕里所说，小摊车边

的小脚“踮着踮着，孩子长大”，普普通通的食

物、无法“立等可取”的美好期待，有时候，岁

月静好才是人生企盼、时代的馈赠。

由表及里，不同的红火相似的
追梦人

路边摊千千万，为什么红火的是他们？

这一家与那一家，凭什么他们能长红10年、20

年、30年？《街边下饭魂》第二季在以小见大的

同时，也由表及里试图找寻这些街边美食主

理人成功的秘密。

师明泽是陕西榆林清涧人，作家路遥的

老乡。他自我评价“爱折腾”“想致富”，所以

从年轻时就一路摸索一路闯，办过砖厂、机轮

厂、拖拉机厂……从清涧到延安，从“小师”到

“老师”，凭他的拿手好菜一碗滋味“羊杂汤”，

梦想落地生花，在平凡的世界撰写了超乎自

己当年预想的创业史。而雅安“胖哥”的小摊

一摆已过去24年，蛋烘糕的价格从五毛一份

卖到了四元一份，近悦远来者念着他的手艺

就是童年白月光，“胖哥”自述他的“灵活就

业”只为一家人更美好的生活。类似的故事

在《街边下饭魂》里还有不少。比如北京的烤

肉店，若没有刘阿姨一家起早贪黑地劳作，就

不会有在竞争中浮出水面的今天；又像中原

腹地许昌城里的小夫妻，如果不是齐心协力、

甘苦与共，很难想象曹魏古城下那间棉帐篷

支起的烤串摊可以成长为迎来送往的梦想之

店，小两口的爱情与事业也能一路并蒂开花。

事实上，细看片中摊主、店主们的今天，

无不有着相似的昨天——在抵达最终的理想

界碑前，勤劳、质朴、永不言弃，是追梦人的

“公因数”，也是这个民族刻在基因里的朴素

美德。与其说，美食主理人们为每个奔忙的

人提供温暖惬意的片刻，毋宁看成，纪录片借

平凡美食向每一位在朴素人生里不悔奋斗的

劳动者、勇敢者致意。

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期待

里，美食可能长久地占有一席。

《街边下饭魂》解锁美食人文纪录片的温度与态度

是街边美食，也是时代烟火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海星之愿”特需儿童艺术启发公益项目通过引进剧目和

汉化剧目，为孤独症谱系、智力障碍、脑瘫、唐氏综合征等认知障碍谱系的儿童提

供小微剧场的沉浸式戏剧体验。 （受访者供图）

古 装 剧 蕴 含 的

思想可以是现代的，

而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也可以展现传统

文化的魅力。古装

剧的成功范式，始终

在于对传统文化的

表达，以及将其与现

代精神的结合。图

为近期热播剧《与凤

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