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地制宜的建筑
就是绿色的

箱剧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生态环保。
据介绍，所有的舞台搭建材料全部都是利用
废弃的集装箱，就连舞台中央的木平台也是
二次回收使用。剧场完全不用混凝土浇筑，
回收集装箱切割下的任何一块材料都作为
剧场的一部分进行使用，即使只有 !"纸大
小也会被制成装饰物留在剧场，真正做到了
零损耗和零排放。
有别于传统的镜框式舞台，箱剧场的舞

台由四个废弃的集装箱组成，每个箱体为一
面形成一个四面环绕舞台。夏天，当观众走
入这个“箱”剧场时，风竟比剧场外更大了，
“抬高的集装箱之下，因为安置了网格状的
围栏，风经过时，反而加速，令人感觉凉爽”
傅国华解释道。中央露天部分为观众席，可
容纳 #$$人左右。#%$度旋转的座椅，轻易
可观看到不同方向的四面舞台。由于其结
构的独特性，观众的观剧思维也会产生颠
覆性的改变。在普通的剧场中，观众与舞台
的关系是“多对一”，即数百上千双眼睛紧
盯着一个舞台；而在箱剧场里，这个关系变
成了“一对多”：观众坐在可旋转座椅上，好
比手中拿着一个“遥控器”，随意转换进入
变幻的舞台空间，这一刻，生活与戏剧仿佛
交融在了一起。

下月 &号，“'()对话建筑”生态箱剧场
的建筑系列第三部音乐剧就要上演了。
《交换生》延续了前两部音乐剧宣传“绿色建
筑”的主题。讲述了几个来自不同国家，文化
背景迥异的交换生们怀着不同的梦想和期

许，来到了同一所建筑学院。因为对建筑的
热爱，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然而在
共同面对一个“绿色建筑”的设计课题时，由
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使其对绿色
建筑的概念截然不同，导致交换生之间出现
矛盾冲突。但是通过对课题的深入研究，使
每个人都能互相理解，包容对方，这是一种
文化的包容，更是艺术的包容，这正是这个
社会所需要的。
再次跨界担纲编剧的傅国华表示，与前

两部相比，这次的故事中更多地融入了对
“绿色建筑”这个专业概念的诠释。

随着人们对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绿
色建筑”已成了一个热词。绿色建筑是否就
意味着高绿化、大景观？绿色建筑是否就是
高新尖技术以及高成本的代名词？根据住房
城乡建设部发布的相关规定，绿色建筑是指
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
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
少污染（包括二氧化碳排放），为人们提供健
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建筑。
事实上，全球各地气候、环境、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巨大，用统一的标准来定义“绿色”
显然会有“削足适履”的危险。各地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部门必须结合当地的气候、资源、
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评
价标准，正是傅国华想通过《交换生》传达的
一个理念。

!!"#箱剧场"

让群众文艺回归大自然

与英美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绿色建筑

评价体系的最大特色是“节能为本”，而对于
上海这座城市，寸土寸金，如何合理运用土
地资源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以及相关行业
从业者的智慧。

以零损耗、零排放为宗旨，整个施工过
程不产生任何建筑垃圾，无论是剧场建筑主
体材料，还是建筑施工过程都力争做到纯生
态、无污染的箱剧场在 *+,&年已获得了市
区两级文创基金，而傅国华的抱负远不在于
此。上海的城市规划要求居民出行 -$$米或
,$$$米就能享受到城市社区绿化、街头绿
化的要求，他不禁有了新的设想，如果能把
箱剧场在城市绿化的空间中进行功能叠加，
使得城市社区绿地空间到了晚上不再是流
浪汉的落脚点，而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的广场舞、社区居民的自身演艺，都
可以在这空间中得到实现和发挥，那么这种
以点扩面的方式，一方面为城市节约了资
源，另一面将“绿色”与文艺结缘，这种城市
空间功能的叠加，可以使得我们的城市空间
更加立体、丰富。
自古希腊开始，露天剧场就是为戏剧而

生的。那个时候，人们在大自然中通过戏剧
体味命运和世界的变化。在埃斯库罗斯、索
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等戏剧
家写出的作品中，当谈论着上帝或是天空
时，是真可以看见天空的。即便到了莎士比
亚时期，有些演出依然在户外进行。
让我们设想有一天，星星点点的箱剧场

在城市的绿地中闪闪发光，戏剧重新变得像
生活一样平常和自然，也许没有特效，没有
吊杆，但在这样简单的剧场中，观众与演员
是一体的，让我们一起仰望星空，感受冥冥
宇宙中的命运之力。 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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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城市绿地里
能多几个“KFS对话建筑”箱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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