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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颦一笑尽收眼底
观众体验沉浸式演出魅力

上百个座位、飞檐斗拱、古色古香……不同于传
统剧场的观剧体验，《寻梦·牡丹亭》选址天一阁南园，
舞美设计充分尊重建筑原貌，从墙面、地面到水面，每
一处似乎都书写着四百年前那个动人的故事。

夜幕降临，伴随着悠悠笛声，墨色的南园只留一
道追光，圈住一位风度翩翩的银发男子——中国昆曲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苏州大学教授、青春版《牡丹
亭》首席唱念指导周秦。他从水北阁缓缓走出，驻足
假山前；身旁的投影幕上，可以隐约看到闺房的轮廓，
小姐正梳妆打扮，“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周秦介绍
完这场活动的缘起后，旖旎的灯光下，演员沿着水边
长廊来到台前，演出《游园·皂罗袍》《惊梦·山桃红》等
选段……

缠绵婉转的声腔、令人口齿生香的精美唱词、演
员眉眼中流露的神韵、古典的配乐，以及刺绣、珠钗、
折扇等中国元素，搭配水上舞台的艺术灯光、袅袅青
烟，昆曲的魅力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间，在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戏文系副教授、苏
州大学文学博士刘志宏的笛声伴奏中，浙江昆剧团青
年演员王恒涛清唱《拾画·颜子乐》选段，两人天衣无
缝的合作、美轮美奂的演绎将活动再次推向高潮。

小型园林实景观演的好处在于，观众不管位于哪
个角度，都有身临其境之感，能够清晰看到演员的一
举一动、一招一式，带来普通剧场难以比拟的穿越
感。有市民看后感叹：“表演细致到位，一颦一笑尽收
眼底。”

天一阁上演沉浸式昆曲天一阁上演沉浸式昆曲《《牡丹亭牡丹亭》》
观众在光影中观众在光影中““游园惊梦游园惊梦””

活活让藏书中的故事让藏书中的故事 起来起来

“惊觉相思不露，原来只因已入
骨。”不闻《牡丹亭》，怎知昆曲美？

昨天17：30，天一阁送走当日最后一
波游客，大门合拢。两个多小时后，阁楼里，
杜丽娘与柳梦梅悄然“走”出古籍……南园的
灯亮了，百余名观众聚集于此，津津有味地观
赏了一场精彩的园林实景昆曲专场演出——
《寻梦·牡丹亭》，沉浸式领略这段四百年前的
经典爱情悲喜剧。

作为明代的“先锋之作”，汤显祖的《牡丹
亭》完成于1598年。它以“情”为主题，讲述
南宋初年，太守千金杜丽娘在花园游玩时，因
沉醉春色，不觉小寐，梦中邂逅俊朗书生柳梦
梅携柳枝而来，两情欢好一晌温存，梦醒后思
念成疾至重病而亡。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
复生，终成眷侣的故事。

《寻梦·牡丹亭》专场活动的呈现，或
许要从周秦的“宁波缘分”说起。

“我每年都来宁波，最早的一次是在
上世纪80年代。”据周秦回忆，今年3月，
他应邀参加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一场昆曲
讲座，天一阁博物院的王伊婧就在台下，
交流中他惊喜地发现，“在我的印象中，天
一阁的藏品以地方志居多，没想到竟藏着
一本明万历年间的《牡丹亭还魂记》。”此
前，他曾来到天一阁，但恰逢雨天古籍不
得出库，错失了与《牡丹亭》相见的机会。
此次再来，仿佛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随
后，周秦跟着王伊婧来到天一阁……“寻
梦·牡丹亭”专场活动由此落地。

今天上午，周秦教授将在天一阁状元
厅开展主题为“《牡丹亭》——从临川笔下
到昆曲场上”的讲座，介绍《牡丹亭》的创
作背景，讨论《牡丹亭》的“至情”主题及其
深远影响等，曲友们不妨前往一听。

记者 谢舒奕

“破次元”圈粉
传统艺术需要年轻观众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昆曲的学者，周秦
对昆曲的发展史了如指掌。在他看来，浙
江这个戏曲大省与昆曲的发展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而宁波是浙昆乃至昆曲发展
史上的一个重镇。他介绍说，宁波昆曲叫
甬昆，也叫宁波昆，“宁波昆没有跟其他的
剧种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昆曲
流派，当时保留了很多昆曲的遗产。”

虽然宁波昆曲目前已不再活跃于戏
曲舞台，宁波也没有了昆剧团，但近年周
秦却惊喜地发现，这里还有不少爱好昆曲
的年轻人，“我知道有个昆曲爱好者群组
取名‘乌合之众’，每次我来宁波他们就聚
集起来。还有个月湖昆曲社，曾经组团到
苏州参加虎丘曲会。”

记者注意到，昨晚的演出“破次元”圈
粉——观众席中不乏80后、90后的身
影，来自山西、江西、安徽、四川各地的都
有，“我在天一阁边租了个院落作为文化
空间，专注于受昆曲影响深厚的剧种——
宁海平调。”自称“大表哥”的山西粉丝介
绍道。更有粉丝现场秀出一段自学的昆
曲，“希望周秦老师为我伴奏、指正……”

面对此次演出的火爆，周秦表示，青
年对民族文化是喜欢的，也是向往的，“希
望喜欢昆曲的孩子们不但关注昆曲，还可
以研究剧本、学习写和唱，做个曲友。如
果说昆曲是一棵树、一枝花，需要土壤，他
们就是最好的土壤。”戏曲传承需要更多

“新鲜血液”，周秦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

寻梦、惊梦、叹梦
高雅昆曲演绎极致浪漫

从玉茗堂到天一阁，一曲还魂惊世梦，跨越
整整四百年。《牡丹亭》始于“梦”，终于“情”，超越
生死界限，寄托着古人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

关于牡丹亭的“至情”主题，周秦有着自身的
理解：“‘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
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至高至大至深
至远至真至美的爱情，是超越生死的。《牡丹亭》
中透露的浪漫主义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精神。中
华民族有着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浪漫精神。”

此次《寻梦·牡丹亭》以寻梦、惊梦、叹梦三个
篇章贯穿始终，苏州昆剧院的演员们通过形象生
动的演绎，带领现场嘉宾跨越古今，陷入“情不知
所起，一往而深”的极致浪漫中。

在周秦的讲述中，天一阁馆藏古籍《牡丹亭》
揭开了神秘面纱：这套书题为《牡丹亭还魂记》，
分上下两卷，书中附有精美版画配图，是目前存
世的《牡丹亭》古籍中刊行较早的版本。品相佳、
刻印精，十分珍贵。

“这套古籍来自宁波藏书家的捐赠。宁波藏
书家都把天一阁作为他们一生藏书的归属地，认
为捐赠到天一阁的书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天一阁
博物院院长庄立臻告诉记者，天一阁许多珍贵典
籍中所蕴含的思想、审美以及生活方式，具有穿越
时空的意义，“但是许多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文化
遗产，不能随手翻阅。如何让古籍与当下这个时
代发生碰撞，为更多人喜欢？我们一直在思考，如
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作为《天一夜
读》系列活动第二期，此次《寻梦·牡丹亭》利用戏
曲、音乐、朗诵等方式，立体化呈现中华古籍的魅
力，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画外音——

沉浸式演出带给观众
穿越感。 记者 胡龙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