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久以来，传统的演艺模式被定格为剧场

内的演出形态——演出在舞台上进行，大幕拉

开，灯光亮起，演员在台上演，观众在台下看。

近年来，由于“印象”“又见”“只有”等系列

大型实景旅游演艺项目在国内旅游热点景区的

遍地开花，突破传统的由大幕、吊杆、灯光、音响

和单面（或半环形）观众席所构成的传统剧场演

艺空间，全方位地利用自然环境、公共空间或是

创造全新的非传统演艺空间，正在成为中国演

艺市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4年上半年全国演

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专业剧

场、小剧场以及新空间演出场次同比增长

32.21%，小剧场、新空间演出内容和形式多元，

更多艺术类型开启沉浸式表演探索。小空间的

新体验，新场景的新活力，让小剧场、新空间显

现出更多可塑性。在连续三年保持快速增长的

基础上，2024年上半年新剧目数量和演出场次

仍保持了上升态势，近80%的相声、魔术、脱口

秀、儿童剧、音乐会演出在小剧场、新空间进行。

16世纪初，意大利的剧场舞台开始使用镜

框建筑形式，台口建造长方形边框，犹如镜框，

台口两端设置幕布，根据剧情开闭，故称“镜框

式舞台”。19世纪以来，这一剧场舞台构造形式

广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18世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狄德罗在《论戏

剧艺术》中论述了演员登台表演要专注入戏，

所以要“假想在舞台的边缘有一道墙把你和池

座的观众隔离开”。1887年，法国戏剧家让 ·

柔琏首先开始使用“第四堵墙”一词论述舞台

表演的空间封闭性，之后历代戏剧大师又不断

强化这堵墙的存在，直到布莱希特提出要打

破传统戏剧中的“第四堵墙”，从而破除观众

的幻觉。

如果说布莱希特等戏剧实验家们是试图从

创作观念和手法上去突破传统的演艺形态，那

彼得 ·布鲁克等戏剧改革者也试图在物理空间

上不断拓展演艺的可能性。1985年，彼得 ·布鲁

克将阿维尼翁一个距城区十几公里的废弃矿

场改造为“采石场剧场”，他长达九小时的著名

戏剧作品、史诗剧《摩诃波罗达》在此演出。该

场地也成为之后历年阿维尼翁艺术节IN单元的

演出主场，矿岩悬壁之下，飞扬的尘土和松风明

月，共同构成演出的天然背景，也一并放飞了艺

术家的想象力。

进入21世纪之后，对于演出物理空间的突

破，一直在突飞猛进，在剧场之外进行的演出活

动日益增多，这种被称为“特殊场地演出”的形

态，最为显著的代表者是2000年出现在英国的

戏剧作品《不眠之夜》。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不

仅在于对演出场地的选取和改造，也在于演出

中由观众自由选择行动路线的观看模式，从而

打开了“沉浸式演出”的新篇章。该剧2011年进

入纽约外百老汇，将一整栋古旧的酒店改造成

了演出场所，令该剧名声大噪，引来无数观众。

2016年该剧也有了中国版本，在上海进行驻场

演出至今，并也间接引发了国内一系列沉浸式

演出的兴起。

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

学家道格拉斯 ·诺斯，是第一个提出制度的“路

径依赖”理论的学者。在他的理论阐述中，路径

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

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

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

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

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在传统认知中已经固化了几个世纪的传统

剧场空间，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新空间演艺形

态的出现，对于创作者们提出了众多新的挑

战。无论是创作方法、观演关系的改变，还是舞

美灯光音响等技术层面的新要求，都开始产生

变化。

例如，越来越多的新空间演艺作品强调观

众与表演者的距离感拉近，并且需要有强互动

的元素。这和原有传统剧场形态中表演者被

“第四堵墙”保护在台上、观众规规矩矩地在台

下固定观众席里坐着、从单一视角看完全程演

出的形态，都有非常大的差距。连伦敦的老牌

剧院老维克，都将原来的传统观众席拆除，根据

不同剧目的需要，改成了环绕型的座位，演员的

通道也常常穿过观众席，使得传统的经典剧目

有了不一样的观看体验。

《不眠之夜》这样的沉浸式剧场作品，则根

本没有固定观众席，所有剧情走向也是完全打

散在不同的空间中的，观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

随机选取路线，观看到不同的场景和画面，剧情

的“连续性”也不再存在，而是支离破碎的，由观

众通过想象自己去联结。所以中国制作方称这

部作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艺产品，而是一

种体验型产品，观众更多地不是在看一个表演，

而是在经历一次体验，一次与其他观众不同的

“独一无二”的体验。

这一类的作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时候，

创作者的思路，就需要从观众体验角度出发，去

重新设计空间调度和剧情走向，而且需要考虑

到在这种观演关系中可能产生的一些干扰因

素，提前设计好演员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苏州

沧浪亭的实景版园林昆曲《浮生六记》导演胡翰

驰在谈到该剧的创作时，提到由于入园观众常

常可能会有各种针对演员的近身提问或干扰，

主创们在早期就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设

计了回应的方式和应答台词，有效地避免了突

发状况对演出正常进行和演员情绪的影响。

同样是在这部作品中，由于一年四季的自

然环境和天气变化，会对演出环境的“大背景”

产生影响。为了配合春夏秋冬自然环境的变

化，剧情上也按四季分出了不同版，以不同的

“应景”折子戏来搭配主要剧情，让观众可以自

然地融入剧情与环境中。

新空间演艺的全新创作理念与方法，打破

了创作者们对原来建立在传统剧场的演出模式

的路径依赖，激活和拓展了创作者们的思路，也

丰富了观众对于剧场和演艺的认知和体验，并

且为当下最热的“文旅结合”提供了线下内容和

场景，是一种“多赢局面”。

传统剧场之所以使用成本高昂，一方面是

由于运营模式和管理理念陈旧导致的低频使

用，使得总成本分摊到单场演出的场地使用成

本变得非常高，目前国内很多剧场使用率低、场

租高，便是这一因果循环。另一方面，传统剧场

过分固化了其作为演艺空间“专场专用”的属

性，使得演艺之外的其他使用功能没有被有机

结合到剧场的综合体中；而当下国外很多剧场

已将咖啡、餐厅、文创、艺术教育、展览等综合功

能复合到剧场空间内外，提高了剧场所在建筑

物的综合使用率。

当更多的演艺进入新空间之后，无论是演艺

创作者，还是空间运营者，都面临着一个新的课

题，即：演艺如何与空间共生。演出内容的进入，

既要避免由演艺完全占领空间导致的空间使用

低效化，又要能够在不同方向上与空间中的其他

业态相结合，或是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不会相互

干扰，还能相互转化人流与消费，这是许多创作

者和新空间演艺的运营方普遍关注的问题。

2016—2022年，在上海市的城市核心区域

新天地举办的“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就是

一个非常好的突破性案例，音乐、舞蹈、戏剧、新

马戏、戏曲等多种样态的表演艺术作品，在一个

完全没有剧场的商业区域里被合理分布，咖啡

馆、餐厅、石库门建筑、商场大堂以及户外广场

等各种空间，都被有效利用和开发，成为表演艺

术的发生地。游客、消费者和演出观众的身份

常常是无缝转化的，这种将公共空间升级为艺

术和文化空间的复合型空间使用模式，为艺术

节期间的新天地带来了人流和销售双双同比

增长47%的惊人收获（表演艺术新天地2017年

数据）。

同样，位于上海市核心城区汉口路650号的

亚洲大厦，在2020年以前是一座普通的办公楼，

这栋楼的二楼举办着纷繁复杂的展销会，11层

空间里是美容院和办公室等，全然无法与剧场

联系在一起。从环境式驻场音乐剧《阿波罗尼

亚》开始，一切才变了样。11层空间，被改造成

了19个小剧场，音乐剧、话剧、舞剧、脱口秀等等

演出形式在每一个楼层中展现，可以容纳3000

个观众同时看戏，被戏称为“垂直百老汇”。

“星空间”的出现，不仅让亚洲大厦自身的

物业形态脱胎换骨，也带火了周边的餐厅、包子

铺和酒店，本地及跨城而来的观众，少不了在这

里消费若干，以至于开在楼里的一家眼镜店的

广告词是：“来亚洲大厦除了看剧还能做什么？

配眼镜！”

当然，也不是所有作品进入新空间之后，都

一定能和周边业态以及环境自动融合，这需要

创作者、演艺新空间运营者和周边业态的共同

摸索和努力。成都麓湖环境戏剧周在今年就做

了一次非常有趣的探索，主办方将十多个作品

与麓湖的岛屿、草坪、非标商业业态进行融合，

既让诸多作品可以借用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

又能引领观众认知新的商业空间，可以说是一

个非常有效的空间资源整合案例了。

（作者为金融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艺术
节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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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如何与新空间共生
全方位利用自然环境、公共空间或是创造全新的非传统演艺空间，正成为中国演艺市场的重要发展方向，由此带来的思考是——

水晶

王凤娟 姜雨杰

“云想衣裳花想容”，勾画华夏汉服梦，万
里长风清蒙尘，马面新容迎新生。一袭马面，
翩跹裙摆，雕色云霞，缀河山之大好，呈华夏之
英姿。青山绿水间，一袭马面，映现华夏独特
审美韵致；时装秀场，一袭马面，展现华夏儿女
独特身体美学；入场仪式，袭袭马面，张扬中华
学子英武风姿；夏日校园，马面簪花，铺就莘莘
学子锦绣前程。裙门叠搭，似束实放，一针一
线，织金绣彩，绘就马面裙辉煌。某电商平台数
据显示，2023年，马面裙市场规模达到144.7

亿元。
可以说，马面裙成为“新中式”汉服爆款，其

深层原因无疑是国人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
统文化与中式审美的普遍认同。不过，中华传
统服饰不只有马面裙。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
谓之华。”黄帝制裳，原型既定；先秦深衣，纯采
深邃；汉承秦制，裙衣并存，古拙深沉，奇美未
央；六朝大袖，飘逸风流，慷慨任气，磊落使才；
唐代奢艳，兼收胡戎，襦裙金缕，袒胸奔放；宋代
淡雅，瘦身窄袖，清丽孱弱；明代华贵，马面雍
容，立领端庄，织金绣彩，千古佳谈。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马面裙后，下一个“新
中式”爆款会是什么？笔者试抛砖引玉，从浩如
烟海的中华传统服饰中打捞更多“华流之美”。

首先，以马面裙爆火为契机，以褙子为基础
款式的新中式防晒衣，很可能受到热捧。
“褙子”也作“背子”，司马光《类篇》云：“褙，

襦也。”褙子瘦身窄袖、腋下开胯，乃宋代常礼
服。《宋史 ·舆服志》中记载：“女子在室者冠子、
背子，众妾则假髻、背子。”在宋代，上至皇后、下
至平民，不分男女，甚至是皇帝皆着褙子。在
《宣和遗事》中就有宋徽宗身着褙子的相关记
载：“徽宗闻言大喜，即时易了衣服，将龙袍卸
却，把一领皂背穿着。”宋代褙子色彩淡雅，修长
清丽，灵动飘逸，正如张泌《江城子》所言：“窄罗
衫子薄罗裙，小腰身，晚妆新。每到花时，长是
不宜春。早是自家无气力，更被伊，恶怜人。”褙

子一般面料轻薄，适宜作为夏季常服，堪补汉
服厚重闷热之不足，迎防晒之刚需，成汉服之
新变。

再者，以宋抹为创制灵感的新中式吊带也
可能成为新宠。
“宋抹”亦称“抹胸”，相传为杨贵妃所作，即

认为抹胸起源于诃子。据记载：“贵妃日与安禄
山嬉游，一日醉舞，无礼尤甚，引手抓伤妃胸乳
间，妃泣曰：吾私汝之过也。虑帝见痕，以金为
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焉。”南唐后主李煜词中
亦见抹胸——“双鬟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
至宋，抹胸逐渐发展为外穿衣着，广受后妃民
妇、乐妓戏女喜爱。洪迈在《夷坚志》中写道：
“行道之际，观者云集，两女子丫髻骈立，颇有容
色。任顾之曰：小娘子稳便，里面看。两女拱
谢。复谛观之曰：提起尔襕裙。襕裙者，闽俗指
言抹胸，提起者，谑媟语也。”可见，抹胸在宋人
生活中较为常见。于今，以宋抹为基础款式的
新中式吊带，装扮清凉，做工简易，价格低廉，市
场潜力很大。

另外，以襦裙为设计灵感的新中式连衣裙
也可能受到青睐。

许慎《说文解字》云：“襦，短衣也；裙，下裳
也。”襦裙之制，源远流长，远追战国，近溯晚明，
年世渺邈，声采可追。《陌上桑》中，罗敷以“缃绮
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孔雀东南飞》中，兰芝言
“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白居易《缭绫》亦
写：“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
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观其源流，唐居
其极。大唐盛世，国运昌隆，文化包容，一如王
维所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盛世之下，百姓自信张扬，偏爱明艳绚丽的色
彩、夸张繁复的纹饰。当代中国，同样是国运昌
盛、文运昌隆，民族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日增。国
人尤其偏爱雍容华美、明艳绚烂、个性鲜明的民
族服饰。襦裙华美，再现大唐之气象，恰迎国人
之审美。轻纱布料，如仙袂飘飘，似霓裳舞曲。
同时唐制汉服深受胡戎影响，如元稹《法曲》中

所言：“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
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襦裙袖口变
窄，更方便日常活动，也很契合当下快节奏生
活。再者，襦裙一般采用印花工艺，色彩明艳，
华美雅致，极具中式美感。

此外，新中式步摇也可借此春风，成燎原
之势。

汉服乃衣服、首服、足服等多要素组成的服
饰体系。步摇作为传统首服，在民族服饰体系
中不可或缺。《释名 ·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
步则动摇也。”步摇，亦称步摇花，汉魏六朝时在
中原和南朝地区极为盛行，后逐渐传至全国。
南朝梁人沈满愿曾作《咏步摇花》：“珠华萦翡
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
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但令云髻插，蛾眉本易
成。”可见，步摇形制极为华美繁复，有光彩夺
目、熠熠生辉之感。新中式步摇的制作，结合当
代绒花、合金等工艺元素，极大降低了制作成
本，实现了物美价廉的消费理想。

以马面裙为代表的新中式服装带来了一场
场文化盛宴，描绘着文脉昌盛、文运昌隆的文化
强国图景。在新中式汉服的热潮中，勾连出中
华民族千年不断的历史文脉和经久不衰的文化
认同，镌刻着炎黄子孙的审美基因。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古者衣皮即
服装也，衣裳未辨”，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再到“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直到马
面翩跹裙摆，雕色云霞，代代华夏儿女，承前人
之衣统，开当世之新风。以新中式汉服为翼，中
华传统优秀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中卷起簇
簇浪花，在创新性发展中绽放璀璨光芒。

马同儒《中华衣裳赋》中言“诸国街巷，旋以
舞罗”。新中式汉服，采掘中华文明之精粹，携
中华民族厚重文化之底蕴，搭建兼容并包、多元
文化交流之舞台，向世界发出“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马面裙后，下一个
“新中式”爆款是什么？

第四堵墙之外的
新空间演艺

脱离路径依赖之
后的观演关系及创作

共生意味着与周边
业态和环境更好融合

▲实景版园林昆曲《浮生

六记》剧照

 阿维尼翁艺术节IN单

元的演出主场“采石场剧场”

由一个废弃矿场改造而成

 “表

演 艺 术 新

天地”根据

新 天 地 太

平 湖 场 景

设计的《三

弹映月》的

演出现场

不止于此的芬兰设计
——从三位芬兰设计师说起

从小说到剧集：
《边水往事》的改编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