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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戏

大戏看青岛，除了本土原创剧目外，“引进来”的好戏也在市民家门口不断上演，以与北上广等演艺高地同步的
节奏为岛城爱戏人带来了多彩的文艺生活。刚刚过去的5月，刘震云的“舞台三部曲”大幕才落，接档而至的法语版
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又掀起了新一轮音乐剧狂潮。如果说作为青岛文艺地标的青岛大剧院以高端演出不断引领着
本土文艺消费习惯，那么进驻青岛城阳开心麻花大剧院的开心麻花团队则在青岛践行着“在地计划”，凤凰之声大剧
院、东方影都大剧院、西海艺术中心的先后落成、投入使用，加之老牌文艺院团与剧院“捆绑式”的日常演出，还有散
落在岛城各个场域的民营文艺社团，令随时随地在家门口看好戏、看大戏的夙愿业已成真。

/ 记者手记 /

打造城市戏剧IP
还有更多路要走

谈及戏剧与城市的互相成就与助力，绕不
过的话题一定是乌镇，这一因“戏剧”而出圈的
古镇，被称为年轻人的戏剧“乌托邦”，小镇里全
员NPC的“剧本杀”，完整的商业配置，常年满
员的客流，令人望尘莫及。“戏剧乌镇”的经验或
许不能复制，但戏剧之于城市的力量却不容小
觑，比如上海亚洲大厦，被誉为垂直生长的戏剧
街区，引领着上海，乃至全国的演艺生态集群，
这里有演艺产业策划、融资、生产、制作、排练、
宣传、演出等环节的完整生态链，给新人、新剧、
新团创造更多的机会，不断吸纳优秀戏剧从业
者参与，继而成为演艺时尚消费新地标，每年都
有无数年轻人来此“朝圣”。

参照这一发展模式，青岛本土戏剧人也在暗
暗发力。早在2022年1月，青岛戏剧团队“波螺
油子”在市南区麦凯乐六楼打造了“波螺油子·星
空间”，呈现了一出融合剧本杀、桌游与沉浸式话
剧等诸多元素的剧目《终极骗局》。这一“试水”之
举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青岛的演出行业带来
了第一个春雷，之后，城市文化与演出业态之间
不断演变出更活跃的互动关系。就在前不久，入
驻青岛城阳开心麻花大剧院的开心麻花团队又
给本土演艺带来了一个新玩法——位于剧院二
楼的“演艺新空间”正式开启，首演剧目为沉浸式

“带餐喜剧”《偷心晚宴》，这也是继开心麻花经典
剧目排演青岛版之后，推出的升级版项目。

《偷心晚宴》剧名带有“晚宴”二字，观演之
时，的确可以边吃边看。这场“晚宴”实则为商
业大亨敖二公寿宴，富豪、政客、明星齐聚，敖老
太爷不省心的子女相继出场，上演了一幕幕笑
剧。观众们以餐桌就餐的形式看剧，剧场固定
的布局，演员演出的同时穿梭互动，观众边吃边
看，也可以互动、参演，演出平台一直延伸到演
出厅的中间。这一剧目推出后反响热烈，截至
8月份，每个月都有十几场的排期。负责《偷心
晚宴》青岛版排演的导演高金磊，既是开心麻花
的签约演员，也是这一剧目复排的导演兼主演，
他认为，沉浸式是一个新兴的表演方式，打破了
舞台“三一律”，改变了常见的观演关系，观众可
能被演员引导，参与到一部分表演中。

“青岛观众的戏很多。”从今年3月份试演，
到现如今的常态化演出，高金磊欣慰于这一剧
目在青岛本土掀起的观演热度，“剧中有一段
戏，我被撞倒了，就顺势讹诈观众‘你把我撞倒
了，你看怎么办吧’，此时，有的观众会被吓到手
足无措，有的观众则在期待着这个表现机会，给
自己安排很多台词，甚至会反过来讹我，比如有
位观众也顺势倒地上，还放言道：‘你还来讹我，
看咱俩谁能讹过谁！’演出现场‘笑’果十足。”就
需要现场演员把控节奏与尺度，既要这种即兴
的笑料，又要把控戏剧的走向，这也对驻场演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开心麻花团队的资深演员，高金磊坦
言青岛的戏剧氛围还是不错的，但城市戏剧IP
的打造还有挺长的路要走，“以前大家到北京看
剧，可能更注重演出品牌，比如开心麻花、德云
社、嘻哈包袱铺等，但是现如今小剧场如雨后春
笋般冒出来，上班族的休闲刚需，还有外来游客
探知本土特色的窗口，都需要城市戏剧的赋
能。”高金磊期待着能够在青岛看到一部结合啤
酒、海鲜与人文特色的戏剧，成为代表城市形象
的戏剧 IP，融入寻常生活，也凝练着城市特
色。而这，也是“大戏看青岛”的应有之意。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重磅大戏接连上演

从今年3月份开始，青岛大剧院2024抓马戏
剧节引进了“鼓楼西”出品的刘震云“舞台三部曲”，
以一个月一部戏的节奏，上演了由黄磊担纲艺术
总监，舞者唐诗逸、音乐剧演员徐均朔跨界首演的

《一日三秋》，演员李光洁主演的《一句顶一万句》，
演员张歆艺主演的《我不是潘金莲》。这也是刘震
云“舞台三部曲”首次在一个城市完整上演，带领青
岛观众重新领略了这三部经典文本在舞台上的艺
术重现。“三部曲”每一部都是不一样的故事，看过
的观众各有所悟。在刘震云看来，“《我不是潘金
莲》写的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一句顶一万句》写的
是一群不爱说话的人，《一日三秋》写的是一个笑话
跟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三部大戏演出期间，刘震云两度来到青岛，与
青岛观众同场入戏，足以见得他对“三部曲”在青岛
全本上演的重视程度。最后一部戏《我不是潘金莲》
演出结束后，刘震云特意登台致谢：“三部大戏为什
么能够在青岛全本演出？因为青岛的观众有文化，
有鉴赏水平！”他坦言，希望“三部曲”能够和青岛的
朋友进行特别好的交流，向青岛的观众推介戏剧之
美，“戏剧特别容易成为经典，经典才能跨越世界。”

“经典跨越世界”这一论断，在随后演出的法
语版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得到了充分体现。法语
原版带来语言上的隔阂，原创摇滚乐与莫扎特的
古典音乐作品又各有受众，万万没想到这三者的
碰撞却造就了一个票房奇迹。青岛大剧院与
2024 上海文化广场年度演出季同步引进这一被
粉丝们昵称为“法扎”的高端之作，共计5场演出，
门票全部售罄，令外国团方与本地承接公司都惊
讶于本土粉丝高品质的鉴赏水平以及对优质偶像
的“疯狂”热爱。

特色场馆各寻心头好

到人民会堂赏交响乐，到永安大剧院、京韵小剧
场里听大戏，在兴安路上的梦幻剧场看歌舞专场，到
城阳开心麻花大剧院看“开心麻花”的喜剧，还有青
话小剧场里的儿童剧……目前，青岛文艺演出已经
形成剧院地标与特色剧目相挂钩的“馆剧一体化”，
刚刚过去的周末，既有连演5场的法语原版音乐剧

《摇滚莫扎特》、京剧折子戏专场《三击掌》《洪洋洞》、
动漫音乐视听交响音乐会，还有儿童剧、脱口秀、魔
术专场等特色演出。

正所谓是“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各具特色
的演艺空间不断建成营业，也在丰富着岛城演出业
态：艾可什“未来音场”将原流亭机场T1航站楼活化
利用，打造了介于Live house与体育馆之间的中小体
量演出空间，开业首演“青岛极昼派对”，邀请余佳运、
颜人中、刘思鉴三位人气歌手担任嘉宾，火速登上同
城热搜；刚刚落成的西海艺术中心则推出了演出季的
概念，以高雅音乐为主，邀请钢琴家卡佳茹罗娃、小提
琴家普罗宁、单簧管演奏家埃德加等音乐家献艺，填
补了西海岸缺少交响乐演出季的空白……与此同
时，青岛本土的戏剧人也在孜孜不倦探讨着本土戏
剧空间的多种可能性，师从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的
青岛戏剧人张顺近些年来将工作重心转向青岛，前
几年交出了话剧作品《热血浩然》，此后，他便计划着
打造“青岛第一个商业综合体里的综合小剧场”，这
也是他在参考上海亚洲大厦这一剧场综合体之后，
结合青岛实际做出的规划。在他的设想中，这一位
于新都心商圈的小剧场可以承载多样的演出形式，

“有小剧场话剧也有脱口秀，收起座椅能做 Live
house，还能做小型儿童剧、魔术剧、动漫展、小型画
展，包括一些艺术电影观摩放映，用艺术生态重塑观
演关系，让年轻观众产生一个精神链接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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