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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剧

青岛的戏剧角落

2021 年，资深戏剧人纪舜超在北岭附近的小剧场
看了一场话剧，深受触动。“地方很偏僻，说是小剧场，
其实只有教室那么大， 表演区和观众区放在一起。表
演的女孩是专业出身，在外地漂了很久，场地太小，她
只能演一段，拉上帘子再解说一段，所有的互动和衔
接都放在她一个人身上。受到场地限制，她无法做到
完整剧目表演，就用一个个有关联的片段串起来整部
戏。现场都是年轻观众，而且买票率很高。我挺惊讶，
也挺激动。最后的观众交流阶段我说：应该把掌声送
给这个女孩，她的勇气可嘉。”

纪舜超的激动不是没有来由，她太懂得运作小剧
场、卖票、推广戏剧的艰辛。在加入陈佩斯“大道”戏剧
团队之前，纪舜超在青岛经营“SY 实验剧场”，从 2009
年起，这个剧场相继上演了戏逍堂《有多少爱可以胡
来》、孟京辉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怀旧剧《李少
红》以及“民谣在路上”青岛首演，引爆了当时的青岛
小剧场氛围。纪舜超戏剧团队相继尝试了原创、重排、
儿童剧等演出，随着剧场改造，“SY 实验剧场”黯然落
幕，成为青岛观众的一段记忆。

相较于 2009 年， 当下戏剧市场的优势资源已经
愈发集中在头部团队里。上海打造赖声川剧场和久负
盛名的阿加莎推理剧，北京有孟京辉蜂巢剧场、开心
麻花剧场和小柯音乐剧剧场，乌镇邀请黄磊、赖声川、
孟京辉共同发起戏剧节，而苏州联手陈佩斯的大道文
化打造了“苏州大道喜剧院”，跟刘天池工作室、笑果
文化、开心麻花深度接洽，还跟赖声川合作戏剧教育，
以“百剧之城”为目标的苏州已经推出了“江南青年戏
剧节”“江南小剧场”两大文旅品牌，让小剧场成为苏
州旅游的新兴目的地。

一方面是“戏剧巨头”不断攻城略地，另一方面是
小剧团、小剧场的百花齐放。青岛近年来的戏剧角落
也在不断萌发中。 市北区有仇少璐 “一人一故事”剧
场，以舞台形式演绎观众人生体验，带有心理疗愈的
色彩；瑞昌路曼纳艺术中心主打原创戏剧，把二三十
人小剧场做得有声有色； 龙马社黑匣子小剧场立足
老市南，一边容纳单口喜剧的业态，一边推出商业话
剧、儿童剧等作品，观众群已经拓展到潍坊等城市 ，
“龙马社”负责人张瀚文表示，龙马社创始于北京，因
而有着北京、青岛联动的优质戏剧资源，今年剧场计
划与张国立合作推出沉浸式小剧场演出， 龙马社创
始人刘恒的《窝头会馆 》也在紧张复排中 ，计划与德
云社联手展开全国巡演；在即墨，小柯音乐剧已经连

续两年把青岛巡演放到了博兰斯勒大剧院举行，让剧
迷倍加期待……对于观众来说，无论是喜欢大型商业
话剧还是先锋话剧、原创话剧，都能在青岛找到属于
自己的戏剧角落。

儿童剧，殊途同归的路径依赖？

青岛拥有丰富的影视人才库，但是就戏剧产业来
说，青岛的本土戏剧市场氛围远不能跟影视明星人才
资源相称。近二十年来，戏剧人一直努力培育本土市
场，希望让剧团生根、剧场蓬勃发展。业内人士分析，
理解青岛戏剧现状，需要从本土情况出发，“首先民营
戏剧团体需要专业演员， 而特别专业的演员都去北
京、上海发展了，留在青岛的一部分是戏剧表演爱好
者，另一部分是北上广毕业回来做戏剧的学生，专业
性比较低。另一方面，青岛的剧场资源比较稀缺，民营
剧场少，而且费用较高。”意识到剧场—演员—原创戏
剧形成闭环之后，如何打破闭环也是青岛戏剧人一直
试图解决的课题 ， 而最终选择的路径往往是儿童
剧———剧本丰富、票房稳定、剧场营收见效快。对于业
内人士来说，“儿童剧螺旋”“儿童剧死结”的说法反复
出现，不管是冲着成人剧、商业剧还是先锋剧进入戏

剧行业，到头来终会兜兜转转进入儿童剧领域———毕

竟家长的钱最容易赚，儿童剧的观众最稳定，能让饱
受票房压力的戏剧从业者喘口气。这也在客观上形成
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现象，“大家都去搞儿童剧，第一批
看儿童剧的人已经结婚生子了，让他们带着孩子二刷
儿童剧吗？”

青岛拥有成熟的儿童剧消费市场，除了青岛市话
剧院的演出，每年还有来自其他城市的特色儿童剧来
青，演出内容除了格林童话还有“奥特曼”“海底小纵
队”等热门 IP。儿童剧既是路径依赖，也让戏剧人保
持警惕：必须创排高质量的剧，满足家长和孩子们不
断提升的品位。2014 年， 纪舜超与合作方在青岛制
作了海洋科普原创儿童剧 《海豚小哆菲 》，该剧的特
色在于“儿童版儿童剧”，“我让孩子们决定自己想演
谁，用教育型戏剧的方式做儿童剧。我不想限定孩子
们，让他们享受开放式的戏剧 。第二年的儿童节 ，孩
子们找过来，希望再看哆菲 、再演哆菲 。这个戏真的
影响了一批孩子， 甚至让他们选择了戏剧的道路。”
龙马社也从去年开始涉足儿童剧， 张瀚文表示，“我
们做儿童剧，品质没有降低。龙马社的歌舞儿童剧有
迪士尼的质感， 尤其在黑匣子剧场里小朋友可以贴
近舞台，近距离接触体验感特别好。我们推出的《会跳
舞的小巨人》口碑非常好，甚至有潍坊的家长打电话

过来，还想带孩子二刷。”
把儿童剧的品质提高，也需要剧场的坚持。一出

戏的票房有限，张瀚文算了笔账：由于疫情限制了上
座率， 黑匣子剧场限制 100 个观众， 票房总计 8000
元，“去掉演出费 3000 元、灯光音控 4000 元，即使不
算演员的吃住排练、电费空调检票，我们也不赚钱。”
龙马社的解决之道是 “走出去”，“我们希望打磨出一
部好戏，除了解决自我生存问题，还可以走出青岛，在
更大的舞台上赚票房。”

对外借力，向内深掘

2020 年末，龙马社《我爱桃花》剧场版现场，青岛
观众惊喜地“遇见”了张国立。龙马社创立于北京，在
北京、青岛之间有着双城戏剧资源互动。而张瀚文对
青岛老城区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希望借助龙马社黑匣
子剧场，把年轻观众带回老市南，感受老城区的人文
积淀；同时借助于张国立、刘恒等戏剧人的作品，让龙
马社得到表演、巡演上的锤炼。“我们从去年 8 月开始
做第一个剧《门锁了,寄居蟹做了三个梦》，现在正在打
造 2.0 版本，慢慢尝试，感受青岛戏剧市场的特点。第
二部剧《烧月亮》去年年底上演后，豆瓣上的口碑迅速
做起来了。”

《烧月亮》曾获爱奇艺《戏剧新生活》乌镇杯戏剧
大赛专业组最佳人气奖、中央戏剧学院教学改革资助
项目、江南青年戏剧节青年戏剧孵化计划入围剧目等
多项荣誉， 黑匣子剧场将故事进行了本土化处理，让
这段唯美感伤的爱情有了海潮的气息。 张瀚文表示，
“青岛观众不是不懂戏剧， 而是没有经历好的戏剧引
导。我们踏踏实实做内容，相信好的内容一定会得到
大家支持。一些热门剧虽然口碑很好，但是演两三场
就离开了，我们是扎根青岛的。”也有业内人士对龙马
社的剧有不同看法，“有的导演认为我们的戏剧做得
花里胡哨，一味满足观众的体验感。在我看来，这是我
们在市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经验， 先让观众感觉有
趣，走进来看戏，再慢慢引导大家提升品位 。事实证
明，我们的戏口碑一场好过一场。”

2021 年最后一个晚上，剧迷在青岛话剧院观赏导
演张鹏的《熬过与世界周旋的日子》，跨年夜看张鹏话
剧，已经成为话剧院小剧场的一个“艺术仪式”。致力
于成人话剧的张鹏每年会推出一到两个原创剧目，他
认为，青岛的话剧事业仍然在稳步发展，努力适应当
下的戏剧市场。“现在的戏剧业态在完善，也在向国际
化靠拢。好的资源正在持续集中 ，从编导 、演员到舞
美，在北京、上海越来越扎堆。戏剧商业化后，只有用
好的配置和资源才能运作，比如现在大型话剧都用明
星来出演，带来的商业回报非常可观。青岛也做了很
多优秀的剧目，我们做的东西不差，只不过我们缺少
了平台和关注度。黄磊 《戏剧新生活 》打造出来的明
星，以前不也是很平凡的吗？”张鹏强调，城市戏剧文
化仍然要坚持本土，今年他的新戏成为“江南小剧场”
的孵化项目，另一个项目将与北京团队合作，邀请明
星班底制作，计划全国巡演，为精品话剧打上“青岛出
品”的烙印。

回归青岛 2022 戏剧市场， 纪舜超仍然怀念 2009
年的状态，“当年在实验剧场， 大家在那么艰苦的条
件下创作，每个人身上都有些感性的东西，作品会更
加丰满一些。陈佩斯的《戏台》，讲述的就是戏剧人对
舞台的热爱 ， 这部戏从豆瓣评分到票房实现了双
赢。”她认为 ，当下商业喜剧已经有流水线的工业味
道，而讲究品质的北京人艺也在不断翻拍老戏，这让
纪舜超更钦佩陈佩斯的原创精神，“在他身上我看到
了匠人精神，他的作品出得很慢，每个作品都是不断
打磨。‘戏台’三部曲之《惊梦》去年开始巡演，创作期
间他真的去考察昆曲，沉浸在曲艺世界里，这是老艺
术家的做派，而现在很多人做一部戏是凭空想象，向
壁虚构。”

2022 年的青岛戏剧迎来“国际戏剧学院奖”的东
风，亲历商业戏剧的洗礼后纪舜超坦言：“我依然坚信
戏剧的教育功能，文化自信跟艺术戏剧是分不开的。”

东风吹拂，青岛戏剧迎来“春消息”
“国际戏剧学院奖”6月落地 本土戏剧寻觅 2022 新路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2 月 22 日，第九届“国际戏剧学院奖”（表演奖）在青岛举行发布
会，宣布将于 6 月面向全球举办戏剧盛会。“国际戏剧学院奖”在业内
有“戏剧奥斯卡”之称，作为一个专业的严肃奖项，它的视野包含了商业
戏剧、艺术戏剧、实验戏剧等各个类型，把莎翁剧、都市剧、历史剧介绍
给中国观众。本届学院奖宣布将 16 部精品剧的足本演出引入青岛，相
较于之前戏剧片段展演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利好消息———青岛观众可以

在家门口欣赏国际顶级戏剧演出了。
戏剧对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有多大的意义？2013 首创的乌镇戏

剧节邀请黄磊、赖声川等戏剧大咖坐镇，《如梦之梦》门票炒到 5000 元
仍然让观众趋之若鹜，热度至今不衰；苏州为陈佩斯的“大道文化”打造
“大道喜剧院”，为喜剧设立专属平台；上海有赖声川的专属剧场；北京
则是孟京辉团队的根据地，蜂巢剧场常年一座难求；秦皇岛阿那亚戏剧
节更是让这个小城成为 2021 戏剧界头号话题。

镜头回到青岛，本地戏剧人多年来也有着多层次、多批次的尝试。
SY 实验剧场领衔的小剧场话剧、曼纳空间的城市原创剧、仇少璐的一
人一故事、龙马社黑匣子剧场的外地剧本孵化，一个个戏剧团队接力深
耕， 甚至有引入开心麻花青岛分社的尝试……2021 年资深戏剧人纪
舜超回到青岛，她发现，青岛做戏剧的还是当年的人，困扰青岛戏剧、青
岛小剧场的问题也仍然是当年的老问题：原创力、观众培育、剧场空间。
在戏剧学院奖的东风荡涤之下，在以龙马社为代表的新剧团的冲击下，
青岛戏剧会迎来新的变局吗？

■青岛话剧院《熬过与世界周旋的日子》
2022跨年夜上演。

■《门锁了，寄居蟹做了三个梦》讲述都市
女性的精神漫游。

■仇少璐团队将欧洲戏剧理念引入青岛。

■“一人一故事”用戏剧讲述观众自己的人生经历。

■小剧场演出人气高涨。

■《会跳舞的小巨人》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