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观众更多
需要的东西

——专访戏岛戏剧创始人、导演张钰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四十不惑。对于张钰来说，这两年做戏剧的心态的确
更通透了。

忙碌于沉浸式戏剧创作，在磨剧本、磕细节的深夜，张钰
时常会回想起负笈维也纳的那些时刻。10 岁接触电影表
演，16岁成为青岛话剧院小演员，后来，辞职远赴维也纳学
习戏剧度过14年求学工作生活，又因着一份对戏剧放不下
的热爱，选择回到青岛继续戏剧事业。演员、导演、演艺新空
间主理人……多重身份不断切换，戏剧的分量始终沉甸甸。

变化的观众

“以前的观众比较冷静，只需要买票走进剧场，接下来
就是欣赏话剧艺术。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有很多年轻
人，包括‘00 后’，猎奇心理会更大。尤其是随着技术应用
的拓展和社交媒体的覆盖，观众已经不满足于花钱坐着看
剧，而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互动也好，演出也好，哪怕是简
单地被演员 cue 到都可以。观众发生了变化，创作就要变
化。”张钰说。

去年，张钰在太平角18号艺术中心打造了首届戏岛戏
剧节。谈及办节的初衷，张钰提到，想把戏剧从传统剧场带
到室外，让戏剧与自然景观和城市更加紧密贴合。在这届戏
剧节上，主推剧目实景话剧《朱莉小姐》受到广泛好评。在该
剧中，张钰将话剧《朱莉小姐》搬演到今天的时空背景下，观
众在庭院中入场即入戏，一棵树、一段楼梯都融入剧情。

“在欧洲求学时，我接触到的一些德国、奥地利、法国的
戏剧和戏剧节就是露天的，包括利用一些农贸市场、有名的
建筑或其他实景。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怎么把戏剧搬到
最原始的大自然里，与青岛的山海城和建筑相融合。”张钰
如是说。怀揣着对戏剧和家乡的热爱，张钰不仅办起戏岛
戏剧节，而且干脆将自己的戏剧品牌改名为戏岛。

在这届戏剧节上，共有三部话剧亮相，分别是实景话剧
《朱莉小姐》、儿童话剧《大盗贼》和《小红帽》。无论做哪个
年龄段的话剧，沉浸式戏剧体验都已是必要元素。在张钰
看来，这恰恰是戏剧包容性的体现，它可以把很多情节变成
一个大故事叙述给观众，也可以邀请观众加入其中，分享艺
术的美、欢乐和力量。

“每一次戏与观众见面，我们都在接收反馈、改进编排，
想给观众更多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体验，无
论是大观众还是小观众。”这是张钰对“变化的观众”的进一
步作答。

复合的空间

张钰的另一个身份是戏岛剧空间的主理人。这间位于
市北CBD一家商场内的剧场可容纳观众160人，每个月都
会有新的剧目上演，每周都会有演出，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
探索演员、导演与观众间的尺度。

进入剧场，沉浸感空间的特点鲜明。今年9月，改编自
世界名著的《80天环游地球》在剧场上演，一些场景设置直
接设在观众席中，从编剧、导演、舞美等各个环节，实现剧场
与观众的零距离接触。近期上演儿童话剧《皇帝的新装》时，
张钰还策划了一场时尚秀，坐在台下的小观众可以走上舞台
秀出自己，让他们对戏剧更容易产生兴趣。每一次创作，张
钰都尽可能让戏剧与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年轻人喜爱的极
限运动、电子音乐、绘画等也已进入他的创作视野。随着这
些变化的一点点发生，这个复合型演艺新空间也日臻完善。

其实，张钰一直对演艺新空间和城市文化的交互赋能
关注颇多。在选择实景话剧《朱莉小姐》的演出场所时，就
联手太平角一路18号艺术中心一起为观众呈现出戏剧、建
筑、景观、电子、设计、装置等多元素的艺术内容，创意市集、
美术展、潮玩好物、美食精酿等都在这个空间中完成体验，
与张钰心中理想的“戏岛”达成了某种呼应。

“从 2014 年到现在，一个民营企业能够建起一家剧场
并维持生存，这么多年真的很难。全部就是靠自己开餐厅、
卖红酒，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补贴到剧场的经营和运作
上。”从事戏剧相关工作30余年，张钰致力于将戏剧的魅力
以更丰富的形式传递到更多观众心中，尤其是通过把戏剧
教育与戏剧演出相结合，带着不少孩子们学习戏剧，了解戏
剧，成为一种精神支撑。

停不下来的张钰正在筹备新的沉浸式戏剧，这一次，他
要做更大胆和深入的尝试。更多的精彩，张钰希望还是待
未来的海报揭晓。购票之后，一切皆有可能。

五感观戏
打破传统观演关系

淮海路上的自行车骑行、迪士尼的年
卡会员、《不眠之夜》的经典面具……能够
加入到被时尚杂志“盖章”的上海年轻人必
备“潮流认证”队列里，印证了《不眠之夜》
的现象级影响力。而要寻找更多关于这个
面具的故事，要到上海市北京西路1013号
看一看。

故事的上演地——“麦金侬酒店”，看
起来平平无奇，却有着让人越“住”越上瘾
的魔力。在90多个房间里，戴上面具的观
众可以选择一条观演路线，然后穿梭于其
中与演员沉浸式互动，自由选择自己看到
什么、体验到什么——观众不再是被动的
旁观者。

2023 年 11 月的演出排期显示，这家
“酒店”一周仅“营业”5 天，但其“吸金”能
力却令众多真正的酒店望尘莫及。剧方公
开信息显示，《不眠之夜》2016年底亚洲首
演，截至今年4月，项目总收入已达4.39亿
元，接待观众超过 49 万人次，平均上座率

高达93%——这一成绩打破全国驻场演出
的票房纪录。

9月27日至10月22日，《不眠之夜》创
作团队在青岛的百年建筑圣心修道院旧址
沉浸式“展”出《不眠之夜》背后的创作群
像。“影像、装置、戏剧等多种媒介和表现手
法融于其中。”上海尚演文化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潘韬介绍，与常规看展最大的
区别就是打破戏剧领域的“第四面墙”，观
众和演员可以在场景当中交织并行，甚至
推进剧情的发展，观众拥有最大的自由度
展开观演的探索和体验。

奇妙的玩法没有尽头。透过《不眠之
夜》这样的头部沉浸式演艺 IP，更多观众
开启了形、声、闻、味、触并进的“五感”观剧
体验，传统的观演关系被打破，观众的参与
和互动与整个场域产生着奇妙的化学反
应，展现出演艺表达的多维新可能。

多位观众毫不吝啬地赞叹《不眠之
夜》。市民赵博用“震撼”形容自己的感
受。“场景、灯光、演员非常国际化，每个演
员都有自己的任务线，观众可以跟着不同
的演员近距离、体验剧情故事。”赵博回忆
说，自己是赶在展览结束前完成参观，同场
次的观众有20多人，回来后与朋友交流时

发现，朋友们并不知道《不眠之夜》正在青
岛上演。

需求着手
文化体验更深一度

沉浸式演艺正为当下审美与文化消费
架接起桥梁。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培育更
高层次需求，在文化消费领域，这一规律尤
为显著。

在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 20 个国
家级沉浸式文旅案例中，沉浸式演艺占到
7 个。除了《不眠之夜》入选其中，入选的
沉浸式演艺项目还包括《又见平遥》《重庆·
1949》《知音号》《遇见大庸》《寻梦牡丹亭》

《天酿》。这些经典演艺作为国产沉浸式演
艺IP的代表，呈现着文化创新的强大磁场
和张力，展现出文化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
也在守正创新中昂扬着集体文化自信。

国产头部沉浸式演艺产品如何把握
市场脉动？从这些演艺中，或许可以呈现
一二——

极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大型情境
体验剧《又见平遥》是“又见系列”演艺首
次于北方呈现，堪称游客到平遥古城游览
的必选项。今年国庆假期，观演记录再次
刷新，演出场次由常规的 2 场增至 5 场仍
然提前售罄。截至 10 月 7 日，该剧 2023
年度累计演出 760场，观演人数近 67万人
次。室外室内转场、没有固定席位，这些
都让观众可以拥有更多可能，平遥人的仁
德、山西人的道义，更是观众可“捡拾”的
真实细节。

拓展和丰富IP影响力。《知音号》是长
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同时也是武汉
市长江主轴文化轴亮点项目。该剧以轮船
为舞台，在江上漂移中完成演艺体验，每个
船舱内根据主人身份的不同，摆设陈列也
各不相同，让游客走进剧情的体验更为深
入。不过，水上演出的承载力毕竟有限，该
剧通过多种方式持续丰富IP的影响力，如
与本地IP“汉口二厂”还原国民汽水，面向
儿童开展戏剧教育、销售文创衍生品等，非
门票收入早已超过50%。《重庆·1949》也在
沉浸式剧本杀、在线小游戏开发等方面开
展探索，让观众通过更为便捷的媒介与产
品接触。

根植于文化情感谱系。《遇见大庸》纳
入非遗与民俗文化元素，《寻梦牡丹亭》以
戏曲为核心，以情动人的根本是以文化人，
文化既是基础，也是增量，回溯到文化记忆
中寻找灵感，在近年来的沉浸式演艺打造
上呈现出高度的共通性。

不过，好的数据并非等同于沉浸式演
艺已经“如鱼得水”。中国旅游协会休闲
度假分会秘书长曾博伟在中国旅游协会
沉浸式旅游发展论坛上谈到，沉浸式文旅
发展的未来离不开故事化、特色化、互动
化、深入化，不能一味依赖技术，更应立足
现实做好创新。

共生赋能
城市视野下的再观察

推倒“第四面墙”之后，更大的文化传
导效应已经不局限于剧场和观演地，而是
以更加澎湃之姿涌入城市，汇入城市公共
文化的江河湖海。从传统观演模式下观众
的情绪流动，到观众加入戏剧形成表演流
动，再到最终碰撞出城市多元文化的流动，
沉浸式演艺的突破之力令人瞩目。

如若选择一个样本深入观察演艺与城
市，戏剧节是一个绝佳的样本。从乌镇、阿那
亚再到大凉山，小场域逢遇文化的大张力，拓
展出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新路径。而谈到
其中的关键推动力，用戏剧节发起人之一、
导演赖声川的话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作品。

一部好的沉浸式演艺，一定是能够融入
城市公共文化生态。今天，除了实景类的

《长恨歌》、剧场类的《寻迹洛神赋》，主题公
园类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大型沉浸式演
艺。沉浸式演艺场景早已深入城市街巷院
落等毛细血管，如果能够在一座城市中实现
不同类型沉浸式演艺的生态互补，整个城市
也将攀上难以被替代的文化高原。

在这个领域，一些城市提供了重要经
验。以上海沉浸式业态为例，在沉浸式演
艺、沉浸式夜游、沉浸式展览展示、沉浸式街
区/主题娱乐等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
品不断涌现，《不眠之夜》、上海天文馆（上海
科技馆分馆）、teamLab无界美术馆等各具特
色。而在深圳，国内首个沉浸式文旅产业要
素交易平台2021年9月启动上线。今年七
夕，深圳南头古城举办了沉浸式戏剧、行为
艺术、传统艺术、全息光影艺术等系列活动。

社会学家凯斯提出了社会幸福感“五
因子”结构，文化影响着社会幸福感的水
平。如果说，一座城市可以看作是一座大
的开放式剧场，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打
破城市公共文化融入的“第四面墙”，需要
更为积极的文化创新实践。以沉浸式演
艺为切入，除了做好当下大型演艺空白的
填补，在为各类业态“输血”的同时，也要引
导沉浸式演艺业态积极“造血”与“活血”，
做好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平衡。

时光深处，宋春舫和褐木庐的佳话仍
被人们津津乐道；老街拐角，庭院里的沉浸
式话剧仍在耳畔。

对于青岛而言，音乐之岛、戏剧之城、
世界电影之都等文化禀赋与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活跃的海洋经济叠
加，更是独一份的优势。

探索已在路上。青岛首部实景音乐剧
《爱情绽放》与百年安娜别墅共赴一场浪漫
之约，青岛首部街区实景沉浸式话剧《寻找
老舍先生》让街景“活”了起来；老城区的吉
善里已打造成沉浸式话剧演出场地……

文化产业的好山好水，不一定是真山
真水，但一定要显山露水。洋洋洒洒、美美
与共，“出圈”可待。

把一座城市看作是一座大的开放式剧场，沉浸式演艺不止于年轻人调侃的“自费演戏”，
它重塑着文化产业的生态，更激扬着城市文化流动的公共性——

沉浸式演艺：推倒“第四面墙”之后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去过剧场的观众，对于三壁镜框
式舞台用三面墙营造出来的表演世
界并不陌生。然而，当演出开场，观
众和舞台之间还有一道无形的幕布、
一堵看不见的“墙”，将观众与演员区
隔。这面“墙”，正是戏剧术语中的

“第四面墙”。推倒“第四面墙”，让戏
剧张力穿透无形的界线，是剧作家打
破常规的重要灵感来源。

近期，作为打破“第四面墙”舞台
边界的代表作，沉浸式戏剧《不眠之
夜》上海版在青岛完成了IP首秀——
《不眠之夜》特展“窥梦”，期间，这部剧
留下了惊艳，也留下了些许遗憾：看过
的观众大呼过瘾，不少人兴奋“二刷”，
但就整体而言，这个自带光环的IP却
在青岛未能形成预期的话题热度。

无论如何，这部曾风靡伦敦、波
士顿、纽约等地的现象级沉浸式戏剧
虽然仅以片段呈现，却为岛城演出市
场带来了新风向，让岛城戏剧爱好者
感受到了文化交融并进的新可能。

屡屡以“黑马”之姿出现在公众
视野的沉浸式演艺，魅力究竟在于何
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产业逻
辑？从最核心的场景体验营造上来
看，无论是主打剧情的沉浸式戏剧体
验，还是主打多元化媒体技术的沉浸
式科技体验，都有着自己必须要走的

“未来之路”。
推倒“第四面墙”之后，新故事来

了，新挑战更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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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实景沉浸式
话剧《寻找老舍先生》在
青岛老城区与观众当街
互动。

■老城区的吉善里
已经打造成沉浸式话剧
演出场地。

■老城区里，首部街区实景沉浸式话剧《寻找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博物馆及黄县路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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