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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

! ! ! !近期，我们在上海曹杨新村和浦
东三林古镇的公共艺术项目中看到了
“公众参与”，看到了美化在地环境公
益性的存在。这些社区的公共艺术项
目相较于那些集合在城市广场、公园
甚至街道的独立的公共艺术作品，更
具生活肌理感，这种“巷弄美学”呈现
了在地文化的原生态，因而，也更具表

现张力。
公共艺术，是一种针对大众的美

育，究其本质而言，它也是一种社会福
利，体现一种社会效益，同样反映集体
共享和参与。公共艺术“我为人人”的
人本主义思想，为当代艺术提供了一
个精神目标和创作借镜。窃以为，在目
前以独立艺术家为主体的当代艺术创

作过程中，艺术家的角色会弱化或退
化，而大众公共性将成为很重要的指
标。这里，强调公益性，可为公共艺术
插上公益理想之翼。

古巴艺术家何塞·福斯特的案例
值得一说。他为生活与艺术关系的
诠释作了注解：生活是大众的，艺术
也是大众的。奇诡而浪漫的图景造

就了充满喜悦与梦想的童话世界。
关键是，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了这个
项目。恰如福斯特自己所言：“这个
项目不只是关于我一个人的房子，
而是整个社区许多人的项目，邻居
都是我的合伙人。”这也正是公共艺
术的生命力所在。这个艺术项目成
为一种集体创作活动，福斯特或许
是一个导演，而邻居们则成了主角。
整个创作过程也可视作为一场美育
形式的公益性活动，其间充满了世
俗快乐和生活美学的旨趣，没有功
利与经济的戏码，审美表现的张力
得到彰显。

回归到艺术与生活的大关系命
题，生活是艺术的本源，艺术的原力
来自生活。与其他艺术相似，公共艺
术的目标在于试图阐释并解决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问题。虽然，这是亘
古未变的话题，但是每个时代每个艺
术家给出的题解肯定不同。而在当
下，人类面临着太多共同的困境与思
考 !大气污染、能源危机、城市膨胀、
环境保护、文化冲突……当代艺术家
以他们不同的方式表达出自我的艺
术态度及艺术精神。

公共艺术的形态、方法与目的，呈
现了当代最有理想性、最有公共参与
性的价值理念，它的存在与传播，更具
辐射力。因而，通过公共艺术的媒介介
入来干预当代生活及其普遍问题则成
为重要的选择。公共艺术从它非赢利
性的产生机制，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
以及公众参与、和谐共生的美学理想，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功利性。由此联想
到博伊斯，他说人人都是艺术家。他的
理想是充分解放每个人内在的创造
力，共同建造一个有许多自由个体构
成的和谐的社会体系，使艺术与人类
社会和大自然交融，从而构成更高层
次的和谐整体。他在 "#$%年第 &届卡
塞尔文献展上推出的“植橡树 &'''

棵，立石碑 &'''块”的宏伟的行动艺
术计划，使其作品成为“社会雕塑”
“生态艺术品”，体现了保护生态环
境，使艺术与自然和谐的理想。从社
会学的观察而言，这不啻是一个全民
参与的公益性项目。它同时还提供了
人们不同的思考面向和实验可能：由
当代艺术家“主导”的含有“公益性”项
目，提升了公共艺术的思想维度和道
德维度。

公益性的强化与彰显，为公共艺
术插上公益理想之翼。两者之间的对
位，让艺术表现得以找到公共利益和
公共参与的道德支点；两者之间的耦
合，是德育与美育的耦合，为公共艺术
的审美与传播析出一种结构性的力
量，成为更具审美表现张力和社会辐
射力的价值所在。前述的公共艺术案
例也佐证了这种正向的能量，并且反
映了公共艺术或有的一种趋势，一种
健康而积极的趋势。换言之，在艺术
领域弥漫着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思
潮的语境之下，公共艺术正在承担起
一种责任，以公益之名，惠及百姓。在
这个意义上，公共艺术就是一篇篇良
心之作。

公共艺术是一篇篇良心之作
! 徐明松

! ! ! !“上海是个美学大课堂”，这是陈
逸飞先生的一句名言。为了“把发现的
美传达给观众”，他坚韧不拔，呕心沥
血。
连年来，我和女儿陈颖融入了申

城美的发现者和传播者的队伍，用画
笔努力进行“申城美”的视觉再现和美
学传递。
申城之美是“水系之美”。有许多

学者写到上海这座“水系城市”涉洋、
通海、走江、流河，水系丰富，湖泊棋
布，水多、船多、桥多、码头多，上海的
整体形态及其特征与丰沛的水系水
量、密布的河流湖泊和冲积平原的自
然条件之间具有表里或因果的逻辑
关联。河流湖泊和低洼高程的地理特
征决定了水乡聚落发育的独特性。这
种独特性的痕迹处处皆是，如松江府
青浦县原辖属乡村聚落共 &()个，大
多以浜、泾、桥、港、湾、圩、浦、溇、荡、
湖、泖、泽、堰、塘等与水有关的名词
命名，反映了水网纵横交错的生态条
件、环境特点、美学元素，以及民众利
用改造自然环境的历史活动屐痕。艺
术主体可以心相通，以诗入画，以意
相会，以水相揉，以“好水知时节”表
达江河对城市的知情，以“楼映斜阳
天搂水”诠释城市亲水、水连城市的
和谐……
申城之美是“凝固的音乐之美”。

“凝固的音乐之美”即建筑之美。*'世
纪以来，上海建筑风格纷呈。作为标志
性上海建筑形象之一的海关大楼，为欧
洲古典建筑和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折衷

式。位于北京路外滩转角上的怡和洋行
最初是晚期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后改为
新古典派康林特式，风貌保留至今。汇
丰银行自诩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的
白令海峡之间一座最讲究的建筑”。位
于圆明园路的仁记洋行带有圆锥屋顶，
窗间外墙均有希腊古典式装饰，呈现折
衷主义风格。外滩 ++号是外滩最老的
一幢楼房，“也是中国最早使用水泥的
实例，在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整体上属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
建筑风格。,(,$年 ,,月底，匈牙利建
筑师邬达克来到上海，从美国事务所克
利洋行的一名绘图员做起，到 ,(*-年
底成立自己的事务所。在上海的 *(年
间，邬达克的建成项目不下 .'个（单体
超过 ,''座），外观涉及古典主义、折衷
主义、装饰艺术、现代主义等不同风格，
上海的大光明大戏院、国际饭店、真光
大楼、绿房子、邬达克旧居、“爱神花园”
等都是他的杰作。《上海的早晨》《梦从
这里飞出》《岁月是一种状态》《追寻已
远》《年华的超然》《留得旧弄寻昔音》
《聆听海关钟声》《雍和祥瑞》《城市的心
灵之窗》《辗不碎的月光》等作品留驻了
“凝固的音乐之美”和宜居空间的营造
智慧。
“色彩之美入画来”是必然的。上

海美，还在于城市色彩美。蓝天，白云，
城市绿地，江河水系波光粼粼，历史文
化名城的悠悠文脉呈古色，城市现代
转型时的色彩留驻甚斑斓，城市特色
区域的固有色彩显个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无形人文色彩增添“城市色彩

的饱和度”……清晨，城市的天际线上
露出微微晨曦，东方开始有了金灿灿
的染色，把偌大的城市染成一片金色。
傍晚，天气渐暗，华灯初放，上海这个
特大国际大都市，各类建筑色彩、人文
色彩和自然色彩和谐地统一在“城市
色彩大调子”中。

此时，想起王安忆在《长恨歌》的
开头的语句：“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
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
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上海的弄堂”
融入到“背景色”，华灯渐亮，其色晶莹
璀璨，加上高低错落的高楼大厦的奇
异色彩的融入，整个上海的城市色彩
显得既豪放又深婉，既夺目又静谧，天
穹还请来了月亮和繁星，上海出现了
另一种美丽。遇上节庆之夜，城市更显
喜庆之色。从上海当年的“张园”亦可
解读上海“城市色彩”之一斑。张园园
中一望平芜，尤称旷适。有荷池广数百
亩，隔池有红梅数百本，两花盛开，游
人到此，仿佛置身于西湖孤山、三潭印
月之间，亦热闹中一清凉境地。所植外
国花卉甚多，多则藏诸玻璃室中，园中
柴扉题曰“烟波小筑”，又曰味莼园，隶
字古雅，温润萧散。东北隅有西式旅
馆，旅馆之南，有曲沼一，红桥三两，架
于其间，沼心小屿，杂莳松竹，桥西垂
杨与四周杂树，摇曳生姿，春秋佳日，
士女如云，沪上园林，色彩夺目。调遣
视觉意象，可邀城市之色，展申城之
美；集四季之色，汇动态之美；聚年轮
之色，绘历时之美；留“淡去之色”，驻
传承之美。

! ! ! !国内近期上映的纪录片
《四个春天》中，记录了父母对
女儿的漫长告别，时间不动声
色改变了世界万物，但是家中
永远有属于女儿的一双碗筷。
无独有偶，改编自村上春树短
篇小说集《东京奇谭集》中一篇
同名小说的《哈纳莱伊湾》，充
盈着对于庸常生活中种种偶然
性的关注，探究这种偶然性对
人物的潜在影响。
小说《哈纳莱伊湾》讲述了

一个母亲幸子面对儿子意外死
亡的心理历程，十九岁的儿子
在夏威夷的哈纳莱伊湾被鲨鱼
咬断右腿致死，之后十年幸子
都会来此静默看海，巨大的悲
伤以一种沉默无声的方式来表
达，或许正如警察所说“战争死
亡都是由各方的愤怒和憎恨造
成的。但大自然不同，大自然没
有哪一方”。直到她偶遇并帮助
两个与儿子同龄的日本冲浪
手，幸子与儿子的故事轮廓开
始逐渐清晰，丈夫吸毒死后独
自养育儿子，凭借卓越的钢琴天赋经
营一家钢琴酒吧，忙于谋生对儿子身
心发展一无所知。故事结尾两个年轻
人对她说曾见过一个单腿日本冲浪手
徘徊在海岸边，幸子压抑的情感骤然
爆发，疯狂寻找无果后吞声哭泣“为什
么那两个不三不四的冲浪手看得见，
自己却看不见呢……”自己没有那个
资格不成？她不明白。她明白的只是无
论如何自己都必须接受这座岛。
从小说到电影，是两种不同艺术

形式的转换。这部短篇小说改编成电
影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呈现幸子

的心理历程，前半部分幸子沉
默无声的哀伤与小说近乎一
致，后半部分则丰富了其与两
个年轻人的相处的细节，幸子
在孩子们的鼓励下模拟冲浪，
试图去理解儿子的世界。同时，
电影将小说中单腿冲浪手的奇
谭也化为了两个年轻人善意的
谎言。最后幸子在海边无数次
疯狂寻找儿子的同时闪回许多
琐碎的记忆，丈夫吸毒的画面，
她与儿子常年生疏偶尔温情的
画面，像一块块拼图一样让观
众逐渐理解了“幸子并不怎么
喜欢自己的儿子，喜欢不来。当
然爱还是爱的，比世上任何人
都要珍惜他”。然而海边寻子的
动作片段过多且重复，幸子与
大自然较劲的片段缺少叙事的
有效性，导致影片后半部分给
人拖沓冗长之感。
如果说小说强调的是以幸

子自身的方式来接受现实，小
说结尾幸子每个夜晚弹奏钢琴
的时间里什么都不想，不弹时

就会想起哈纳莱伊湾的风景。那么电
影则试图用更温情的方式弥合母子之
间的裂缝。影片为了加强人物关系的
完整性，加入了两个小说中没有的道
具，作为呈现她心理历程的媒介。儿子
常用的丈夫留下的旧式随身听，儿子
死后的手印。十年来幸子无数次拒绝
接受儿子手印，尘封儿子所有的物品，
但仍旧会幻听儿子的声音甚至关门的
动静，对于儿子的意外死亡，母亲需要
漫长的时间来告别，而影片结尾幸子
终于翻出了旧式随身听，响起了影片
开头儿子冲浪时欢快的音乐。

! ! ! !艺术鉴赏无非“异同”二字。在书
画内部也是这样，在书画与京剧间亦
复如是。随着上海博物馆董其昌书画
大展如火如荼地进行，书画巨匠董其
昌与京剧大师马连良之间的联系，或
是一份很好的导览词。这样的联系要
是仅仅看到前者的笔墨与后者的唱念
是不至于如此明显的，这种联系就是
艺术的通感，就是艺术鉴赏能够从形
而下的基础认知上升到形而上的触类
旁通。

董其昌（,...—,/+/）与马连良
（,(',—,(//）两人从事的都是中国传
统艺术，前者是文人手追心慕的书画
艺术，后者是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的精
粹，素有国剧之称的京剧艺术。传统的
艺术要求艺术家有很好的传承，即最
大限度保留传统精华，这一点无论是
书画临摹还是京剧的四功五法，均是

首等重要的，缺少了全身心地继承，也
就与“传统”无关了。

董其昌所在的时代，中国书画艺
术已经经历了辉煌，在他之前无论书
法还是绘画均涌现出了不少艺术巨
匠，董其昌便举出“集古大成，自出机
杼”的大旗，在“与古人血战”后呈现了
中国绘画的新图卷。中国画若云在元
代出现一次文人画革命的话，到了董
的手里，又出现了一次转折点。在董营
造的书画世界里，越来越多的文人能
够欣赏并实践书画，书画艺术在清代
朝野的繁荣，董有首功。

马连良所处的时代，京剧已经从
原来的雏形，渐渐发展成成熟的表演
样式，其中老生又是居于当仁不让的
“头牌”地位，就像董其昌创作的山水
画，也是中国画的“头牌”一样。从时人
评价的前后“四大须生”座次而言，“余

言高马”与“马谭杨奚”，其中马连良是
承上启下的。在严格继承传统，借鉴前
辈艺术的基础上，马连良在艺术上扬
长避短，其在京剧上的创新也是有口
皆碑的。这种创新集中体现在马的服
饰、乐器、唱念、做派与其京剧表演艺
术的其他每个细节。

董其昌所言“以径之奇怪论，山水
不如画，以笔墨精妙论，画不如山水”。
从此“笔墨”这个本来就是中国书画艺
术精髓的东西，其意义再次得到提升，
或曰成为画面中的“唯一要素”。这样
的改变也算继承，更是创新。马连良突
出了自己演出的做功，“做”原本就是
京剧四门基本功，无非到了马的时代
里，大家除了“听”戏，要好“看戏”，所
以除了唱腔这门主要的艺术表现方式
外，“做”也需要有所提高。整出《宋士
杰》就尽显马派做功。其实每一部马的

剧目都是这样。
当然董与马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前

者用笔墨后者用唱念做打来表现出“潇
洒”的气韵。董字传递了潇洒之气，就是
其书的淡雅清丽。其书法点画轻盈，转
折自如，有“浮光掠影”之姿态，加上白
纸淡墨，更显得作品的白净。这一点启
功先生算得其三昧，故而爱董字与爱启
字者众。董字点画轻、布局松、用色淡、
用纸白，给人轻松之感。同样的，马也曾
言，自己在台上唱戏累，但是听众听起
来要轻松，反之就糟了。这种轻松感，使
得大部分初接触京剧的朋友一下子爱
上了马派，就像一开始接触书法的朋友
会爱董字一样。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行

家们对董对马的推崇。
书画同源在京剧上表现为唱念同

腔，也就是念白也具有节奏与韵律。董
字轻盈与潇洒也体现在董画上。同样
的，马派的特点除了唱也体现在念白
的潇洒飘逸。《胭脂宝褶》中马饰演永
乐帝、《游龙戏凤》里饰演正德帝，这种
帝王气度，除了做派、服饰、唱腔外，念
白也是一样的潇洒飘逸。董的绘画，不
论水墨还是设色均淡雅清新，让人怡
然自得，并非拒人于千里之外。

董马之同，是在中国传统书画艺
术与中国京剧艺术之同的大背景下发
生的，所以，要说董与余（叔岩）同，与
奚（啸伯）同大概也没什么大误。

! ! ! !大黄蜂是“变形金刚”系
列中的元老级“人物”了。新
的一年，作为《变形金刚》系
列影片“外传”的《大黄蜂》如
期上映了。

大黄蜂从塞伯坦星穿
越到地球源于一场机器人
的内战。擎天柱一方败走麦
城，遂遣大黄蜂来到地球建
立基地积蓄力量以图反攻；
不成想被敌方霸天虎阵营
的战将一剑封喉毁了“声
带”和记忆；凭着最后一丝
意识，隐身为一辆黄色甲壳
虫汽车，藏匿在破旧的修船
厂里。女主角查莉的登场逐
渐揭开了这辆黄色甲壳虫
汽车的前世今生。
与《变形金刚》系列影片

不同的是这部《大黄蜂》少了
许多索然无味的打斗场面，
多了一份暖意融融的温情。
故事以女主角查莉为切入
点。她从小跟着爸爸学跳水
和修车，也曾是个被宠爱的
小公主。可爸爸心脏病突发
去世，从此快乐的生活被打
破。妈妈改嫁，还给她添了个
小弟弟。于是查莉成了家里
的“边缘人”：她最喜欢的事
就是和父亲一起跳水和修
车，但继父却不会陪她做这
事；继父和母亲最宠爱的是
弟弟，三个人围坐在电视机
前有声有色地看肥皂剧，查
莉走过，根本没人发觉；查莉
,$岁生日时，收到的是一顶
粉色全花的头盔和一本教人
微笑的“鸡汤”书———而这都是她不
想要的；甚至在游乐场的兼职工作
中，她也是被排挤和被嘲笑的对象
……如此境遇，使查莉的生活充满
了两个字———孤独。而就在她 ,$岁
生日时，遇到了同样孤独的大黄蜂。
远离家乡塞伯坦星，一个人流落到
数亿乃至数十亿光年之外的地球；
身后有仇家的追杀，战友远在宇宙
的另一头，其内心的孤独有谁能解？

有，这就是查莉！车库中的初
遇，当大黄蜂变回机器人原型时，我
非常担心它会不会攻击查莉。没想

到，它也像查莉一样被吓到
了，蜷缩着身体躲到了墙角，
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
地透着迷茫；此时的大黄蜂除
了呆萌，更像一个无助的孩
子。忽然，查莉对这只庞然大
物来了一招“摸脸杀”，而大黄
蜂也温柔地接受了。此时，一
股暖意在我胸中升腾。从那以
后，大黄蜂成为查莉的知己，
他们在一起兜风、散心，他们
在一起回忆查莉的父亲，他们
在一起听经典老歌……而查
莉也修好了大黄蜂的“声带”，
让它能通过“语言”和音乐表
达内心情感和互相交流。小小
的车库俨然成为查莉和大黄
蜂的“避风港”。影片中有个镜
头将温情演绎到极致，也让我
泪目。这就是当大黄蜂被霸天
虎阵营的两员“虎将”打到奄
奄一息的时候，查莉跑过来紧
紧地抱住它，泣不成声地说：
“我不要连你也失去了！”

影片结尾部分的高潮使
之增添了一抹亮色。被查莉救
活的大黄蜂回归了我们印象
中那个骁勇善战的形象，为阻
止霸天虎阵营的两个变形金
刚唤来同伴攻击人类，与之展
开殊死搏斗。与此同时，查莉
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高耸入云
的铁塔，拔出电池终止信号发
送，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少
女挺身而出成了女英雄。当军
方追捕大黄蜂，大黄蜂载着查
莉夺路狂奔时；查莉的继父开
车带着妈妈和弟弟前来营救，

并挡住了军方的去路。妈妈责备继
父不该拿儿子的生命冒险，继父却
很认真地说，但是我是为了救女儿
的命啊！此时的亲情已融化了往日
的误解。
尘埃落定，危机解除。大黄蜂要

奔向更遥远的前方了，它从甲壳虫
变成酷酷的雪弗兰跑车，在查莉深
情的目光里消失在车流中。临别时
刻，查莉对大黄蜂说，谢谢你帮我找
回了自我。这是点题之句。有生之年
相识相逢、相伴成长，何尝不是人生
的一大幸事呢？

! ! ! !浸入式戏剧的本质不是戏剧，是
选择。
观众在进入这样的剧场之后，每一

步往哪里迈，都意味着将卷入不同的演
员带领的别人的人生之路。在旁观别人
的人生得失之际，回味、反思自己的真
实生活是否值得过。

目前，真正意义上商业化的浸入式
戏剧只有《不眠之夜》。这部由英美团队在
上海打造的“亚洲版”，上演已过 /''场，
依然在吸粉。严格说来，它创造了一个全
程充满悬疑的心理期待、未知“旅程”，让
观众以窥探别人人生的方式自省。

首先，排队时就营造了一股即将
“与世隔绝”的氛围。观众要轻装上阵，
大冬天建议穿短袖入场。一身黑衣的工
作人员允许你带手机，但是必须装入黑
色布袋并密封起来。接着，他们会委婉
而坚决地“拆散”你的同伴，建议每一个
人独自探索。随后，在仅容单人通过的
全黑蛇形走廊步行 .分钟，豁然开朗
时，面对的就是起点。此时，观众都已带
好白色面具，进入电梯———掩藏自己面
目、窥视他人人生，就此启程。电梯小姐
会在每一层停靠，随机把一位观众“推
入茫茫黑夜”———按设定，反正每一个
人最终都会落单。这似乎也是人生真
相，孤独，其实才是人生底色。
进入茫茫黑夜的瞬间，第一反应是

“盲从”———看到有群人从你面前跑过，
会本能跟上，这好过一个人被落在无所
依傍之处。慢慢的，会发现经常有不同
的人群从你面前跑过，他们往往紧跟着
一位演员。所以，是否每一次都有必要
跟着人群跑呢？按介绍，剧情改编自莎
士比亚的《麦克白》，充满着谋杀、背叛

与爱情。事实上，要真的在三四个小时
里，在这 .层楼里爬上爬下，试图看
“全”剧情是不可能的———甚至，看“懂”
都有点难。浸入式戏剧不是在剧场里的
一方舞台上把起因经过高潮结果演一
遍，你看到的情节，取决于你跟着哪一
位演员走。如果只忠诚于一位演员，一
条线，那肯定看不到全貌。如果中途换
人跟，也不见得能看得到恰好“对”的剧
情。所以，你选择走哪条路、选择跟哪一
位演员跑，更多的时候只是随机。没有
人给你“指南”，甚至按照唯一的“忠告”
———有事可以问戴着黑色面具的黑衣
工作人员，例如“卫生间在哪里？”，也不
是每一位黑面黑衣人会回答你。他们更
多时候，是阻止你的“探索”———当你去
转动可能“出局”的门时，他会上前制
止。这多么像人生啊！无人指引是常态，
有人阻止是自然。

如果放任自己奔向滚滚人潮，你可
能多次重复进入同一个场景，也有机会
在百余个房间里探索各种历史时期和
不同国家风情的物件。既有中国当铺里
的地契与账簿，也有英国博物学家的各
类动植物标本，还有精神病院里的各种
日记……可是，我们怎会甘于仅仅摸索
物件呢？还是要寻觅看起来可能会“有
戏”的演员。演员们全程不说话，但有着
张力十足的肢体语言。在不到 ,米处围
观中外男女演员的张狂舞蹈，会有一种
紧张的气氛弥漫。他们会如猿猴在原始
森林中跳跃的姿态在有限的空间里腾
挪；也会在刺耳闹心的旋律里以极其慢
的动作去演绎如何喝下一杯毒酒；还能
纯粹以肢体互动展现情人关系的波动
……只是，每一个空间里的舞蹈都充满

情感，带出情节———但很难以“对”的顺
序拼出“对”的故事。

时间过半后，会怀疑“人生”———这
么上下奔波，又能看“清”什么呢？都是
别人人生的片段，都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碎片。

此时，最为关键的就是一定要找到
和你一起进这个剧场的人———《不眠之
夜》虽然始终在创造一个让你忘记自我
的空间，但是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想寻
求支持的话，还是不免会想起真实世界
里的同伴来。这一点，与日常生活也十
分吻合。如果热衷投身窥探别人的人
生，那么在《不眠之夜》里只管奔跑吧！
如果宁愿自建温馨小环境，那一定要抓
紧同伴的手。但是，工作人员往往会一
眼辨别出成群结队的人，并蓄意分开他
们。甚至还有一位白衣护士，专门负责
在每一层楼单独挑出一名观众，把他与
其他人“隔离”，带入“歧途”。

此时，对有情感联结的同伴观众而
言，考验开始。如果，你能被你的同伴在
最短时间里于茫茫人海和未知黑暗里
一把抓住手，那恭喜你———你们一定会
拥有一段长情。如果，你们哪怕被人为
拆散，但依然能在冥冥之中彼此寻获，
那也是天注定。

从这个角度，浸入式戏剧《不眠之
夜》比剧场里的《哈姆雷特》更“狠”———
前者更直接地提醒你，你的每一步，都
是“01 23 14 510 01 23”：是走还是不走
呢？是往前还是往后走呢？是要去找我
的同伴呢还是等他（她）来找我？是继续
投身那些根本连不起来的情节还是就
找个房间静静呆上一会儿呢？是保持独
自前行还是融入滚滚奔涌的人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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