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肖茜颖）乐曲声
中，一个个“兵马俑”从黄土中冒
出，四肢逐渐灵活，脸上的表情也
丰富起来……昨天，一名舞蹈教师
把陕西的兵马俑“搬到了”闵行区
一所中学的体育馆内。在一节舞蹈
公开课上，她引导着 !"名零基础
小学生用肢体语言演绎起秦俑来。
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教
育”板块引入“舞向未来”项目，该
项目总监黄豆豆昨天也来到现场，
并以活泼的猴舞与孩子们互动。
“舞向未来”项目在闵行中小

学已开展了五年，高普及的舞蹈课
程共吸引了 #$ 所学校的 %&&& 余

名师生踊跃参与。该项目由闵行区
教育局、中福会陈白桦工作室、全
美舞蹈协会'()*+等合作。其中，
()*担任培养部分“舞向未来”中
国教师的职责，同时在美国当地向
校园输送舞蹈教师。

昨天下午，闵行外国语中学体
育馆内，来自 ()*的舞蹈教师凯·盖
纳带着闵行区华博利星行小学的 !&

个孩子开始舞蹈。在欢快的音乐中，
孩子们围圈奔跑，并依次亮相。盖纳
介绍说，每堂舞蹈课都有令人兴奋

的“开场白”。热身后，盖纳用神秘的
口吻说：“想象一下，在 ,-./年的陕
西，有个农民挖井时忽然看见了一
道亮光，随后居然发现了庞大的兵
马俑军队，他们正渐渐苏醒……”她
表示，这是受到了黄豆豆的舞蹈《秦
俑魂》的启发。接着，她引导孩子揣
摩兵马俑苏醒的状态。孩子们重心
下移，沉沉地左跨出一步右跨出一
步，上身缓慢律动，并有节奏地重复
这个动作。这时，现场伴奏响起，学生
的踏地动作愈来愈娴熟，并且铿锵有
力……目前，闵行区部分中小学已将
上述舞蹈课程纳入正常课时，由舞蹈
和音乐老师共同完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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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动观赏到参与其中

你能沉浸于“沉浸式戏剧”吗

! ! ! !秋风送爽，绿草沁香。第十八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首
场演出昨天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
场举行，/&&多名观众大饱耳福。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周年，

上海民族乐团昨天推出的是《长征
路上民歌行》公益音乐会。现场以银
发老人居多，有人听到动情处，还情
不自禁地打着拍子轻轻哼唱起来。
除了老年人，现场也不乏带着孩子
的年轻家长。

本报记者 肖茜颖 郭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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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风靡英国、美国之后，上海版的
《不眠之夜》也将推出；艺术节“扶
青”板块最潮的《双重》；即将驻场世
博园区的《消失的新郎》及备受期待
的《彼得潘》，“沉浸式戏剧”如今正
逐渐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什么是
“沉浸式戏剧”，它有多少种样式，又
能带来怎样的个性化体验？在日前
举行的艺术节前沿论坛上，34567!
8945:艺术总监费力克斯·巴雷特、
新西兰“故事盒”剧团导演杰西·菲
斯特、创意总监罗伯特·阿皮埃托，
来自纽约的戏剧评论家乔纳森·曼
德尔，以及上海市演出公司常务副
总马晨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
裁喻荣军、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副总裁李明汇聚一堂，共同探讨
“沉浸式戏剧”，展望它将带来的观
演关系的变革。

仿佛'活(在剧中
乔纳森·曼德尔初会“沉浸式戏

剧”，是 2&,,年 345678945:眩晕剧
团的《不眠之夜》在纽约上演时。这
股体验式风潮迅速刷新了曼德尔的
认知。在他看来，要准确界定“沉浸
式戏剧”很困难，但可通过他们的共
有元素辨别其特质。
“首先，‘沉浸式戏剧’创造的不

是一种感情环境，而是一种实际环
境，和传统的剧院不一样。”曼德尔
说：“在传统的剧院里，观众坐在固定

的位子上看着舞台。而‘沉浸式戏剧’
如《不眠之夜》，则创造了一个环
境———废弃的大楼，其空间被重新装
置和改变。”重要的是，“沉浸式戏剧”
极为注重观众体验，它用各种手段来
刺激观众的感官，并照顾到观众的听
觉、视觉、触觉、嗅觉甚至味觉。最典
型的《夜晚的女王》，不但有莫扎特的
配乐，还包括很贵的一顿饭。
当然，艺术的装置设施及博物

馆式展览也是“沉浸式戏剧”的亮
点。最特别的是，这些设施或展品
（即所谓道具）都可以让人触摸，参
与者仿佛“活”在剧中。曼德尔笑着

说：“观剧者可以拿着钥匙去打开不
同的柜子、抽屉，这种体验让人觉得
很独特，好像自己在不断地创造着
故事。当然，观众不可能一直掌控局
面，有时候演员会带你走进下一个
剧情，最妙的是你还可能得到一对
一的观赏体验。”

看戏也能社交
让观众游走于“剧中”的“沉浸式

戏剧”，还给观众提供了深入社交的
可能。观众在“走神”时不用尴尬互
看，而能到剧中的厨房或酒吧“充
电”，来杯饮料或小点。无聊时甚至还

能找个“同好”跳支舞。用纽约版《不
眠之夜》观众的话说就是：“你完全可
以在别人的戏里谈自己的恋爱。”与
国外观赏理念不同，中国观众很少会
将“看戏”真正衍生为社交活动。
对于“沉浸式戏剧”带来的观赏

体验，喻荣军有个非常中国式的比
喻———追看社戏。“我小时候，村子
里经常有玩大把戏的艺人团，一个
村演完了到另一个村。我很爱看这
些表演，曾经随着他们走过了 ,2个
村子，这种跟着演员走街串巷的感
觉，就是我的‘沉浸式戏剧’初体
验。”在喻荣军看来，“沉浸式戏剧”

广受欢迎，体现了宣传、环境、道具、
剧情、体验、表演的综合力量。其中，
最重要的是体验。‘沉浸式戏剧’有
三个关键因素：一是打破了原来的
剧场空间；二是观演关系与以前不
一样；三是时间上有了不同的故事
线。其中，第二个因素是关键的关
键。让观众去‘找’，去‘发现’，是‘沉
浸式戏剧’最抓人的地方。喻荣军相
信，“沉浸”基因早已在本土戏剧中
扎根，戏剧同行们要汲取国内外的
“沉浸”经验，以国际视角注入更富
体验性的创新内容。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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