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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大幕拉开。90后陈辰一下班，便匆匆赶到了南京洪武北路的国民小剧场，身为话剧“铁粉”的
她，在新剧目上映后，迫不及待地赶来观看，将一天的疲惫和烦恼抛之脑后，与观众一起用艺术“治愈”心灵。

江苏大地上，形式多样的小剧场遍地开花，老宅院、购物中心、文化馆、艺术馆、特色街区、历史古镇里，
处处有着形式多样、精彩各异的演出舞台。这些“小而美”“小而精”的文化空间，给人们带来丰富而新奇的观
演体验，也重塑着城市的文艺生活，让“城市”和“戏剧”、“观众”和“艺术”拥抱得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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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让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让艺术变得触手可及

“您好，请问可以帮我们找找他们吗？”雨花剧院
大厅内，一群民国装束的少年正在发放“寻人启事”，
观众们跟随这群少年的脚步，一起穿越到了民国时
期的监狱，寻找一位消失在雨花台的神秘人物——

“代号1921”。
南京首部红色沉浸式戏剧《代号1921》自从在

雨花剧院驻场演出以来，广受欢迎，经常一票难求。
前不久，《代号1921》和这家位于雨花台区的“非传
统”剧场，一同被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为第二批
江苏省示范小剧场和小剧场精品剧目。

中国小剧场这一演出空间的发展，自1982年到
今天，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这些年，因其集艺
术表演、互动体验、文旅融合于一身，逐渐受到了年
轻人的追捧。

2021年，江苏按下全省小剧场建设的“加速
键”，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率先出
台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文件《关于推进小剧场建设
的指导意见》，按照“规划引领、特色鲜明、主客共享、
机制创新、管理规范”的要求，打造一批有示范价值、
鲜明特色、社会影响力的小剧场，全省小剧场布局更
加优化、演出市场繁荣有序、服务体系基本健全。在
此背景之下，江苏省文旅厅组织了江苏省示范小剧
场和小剧场精品剧目认定工作，充分发挥典型引领
作用，让遍布全省城乡的小剧场成为为民、利民、乐
民的文化空间，推动更多精品剧目来到群众身边。

与城市里“地标性”的大剧院不同，小剧场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小”，物理空间独有的“小”，拉近了观众
与演员的距离，也让观演的感受更加多元化和多维度。

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江苏省示范小剧
场中，可谓各自有特色，家家有亮点——

位于苏州姑苏区的中国昆曲剧院，是昆曲传承
成果综合展示场所和演出推广重要平台，戏迷们相
聚在此打卡，共赏昆曲之美；西津音乐厅位于镇江西
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东侧，该实验剧场结合西津渡和
周边民国时期建筑风格，兼具综合演艺、艺术展示、
时尚娱乐等功能，成为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旁的网
红打卡点；盐城登瀛老茶馆，是盐城淮剧票友交流、
文化惠民的主要舞台，淮剧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人
气极旺；连云港市文化馆艺术剧院是全市唯一公益
性专业剧场，还被评为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据统计，江苏目前已建成各类500座左右及以
下小剧场1156个，其中旅游演艺特色小剧场98个。
这其中既有表演传统文化的专业小剧场，也有专注原
创剧目孵化的先锋小剧场，还有商业综合体配套建设
的小剧场等等。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小剧场，正在
全方位融入百姓生活，让艺术变得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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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新崛起的小剧场，正在以戏剧的力量，改
变大众的文化消费习惯，提升城市的文艺气质。为
了进一步推进小剧场生态圈良性发展，江苏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吸引了更多青年人投身小剧场剧目创作，
让一批“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剧目“浮出水面”。

2021年5月，省委宣传部牵头南京艺术学院等
单位，成立了江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经过数月
打磨，首批共孵化原创戏剧剧本30部，其中话剧《生
活在天上》、戏曲《金粉世家》、音乐剧《沧海一粟》、儿
童剧《我的朋友叫墨菲》等11部剧目于2021年文化
艺术节小剧场单元进行集中展示。11部剧目均由
青年写、青年编、青年演，不但题材多样丰富，在表现
风格上也传统与实验兼顾，既有与传统戏曲息息相
关的越剧，也有颇具实验性的音乐话剧等。一位年
轻编剧对江苏小剧场创作生态感到欣喜，“我之前以
为的那些‘不敢、不行、不能’，其实都是可以的，让我
能更加放开手脚去创作作品，这次机会让我更加敢
于做梦了，我愿意留在江苏继续创作。”

今年，江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继续面向全省
征集剧本，共收到了171部剧本大纲，经过遴选共有
40部大纲进入孵化，最终会有15部左右作品亮相
2022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展演单元。

打造优质内容的关键，在于发现、培育、造就更多
优秀的创作人才。2022年6月，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
院启动了小剧场戏剧编剧人才培养项目，并获得2022
年度江苏艺术基金资助。经专家评审，共遴选出有一
定小剧场戏剧创作基础的中青年专业编剧人才20人
参加培养项目，平均年龄仅30岁出头。江苏省戏剧文
学创作院院长罗周希望，能用1—2年时间在省内打造
出一支强劲的中青年编剧队伍。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
院编剧、90后南京姑娘俞思含，担任了多部小剧场话
剧的编剧，她表示：“小剧场给了年轻人更多发挥的空
间，也让我们找到了更多方式去呈现我们的剧目。”

从剧本创作到建组排练，再到常态演出，江苏打
造出了一条小剧场剧目孵化链条。在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公布的“江苏省小剧场精品剧目”中，先后有
20部剧目入选其中——

淮剧《老荆树下》根据吴兴人《醴泉寺》改编而
成，通过神话的写法，讲述一个有温度、接地气的故
事，道出范仲淹永葆为官者清正廉洁、密覆不取的高
尚品格和情系百姓的初心本色；话剧《生活在天上》根
据毕飞宇两部短篇小说改编，围绕三个迥异的都市家
庭展开，用年轻视角解读了空巢老人的情感世界，整
部剧从编剧到演员，均是00后；越剧《金粉世家》描写
金燕西与冷清秋、白秀珠、邱惜珍三位女子的情感牵
缠。原著作者“张恨水”成为剧中的一名演员，忽而现
身观众席，忽而徜徉舞台，沉浸式的互动设计，带给观
众“既是看戏人，也是戏中人”的新奇感受。

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院长陈捷表示，日益活

跃的小剧场，正成为打开和塑造一座城市性格和气
质的新窗口。这些精心打磨的小剧场展演，不仅为
观众打开了心灵之门，也为本土的艺术家打开了自
我思考、探索无限可能的空间。

以融合为导向以融合为导向，，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

作为新兴的文化传播载体和文旅消费空间，小剧
场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小剧场演出为代表的

“文”，融进了景区景点更多的演艺新空间，给观众提
供了“白天观景、晚上看戏”的全天候旅游体验。

“还有票吗？”在常州首个国家级工业遗产运河
五号里，总是不停地接到订票电话，带有实验意味的
剧目《织梦运河》成为了常州今年的“文化爆款”。《织
梦运河》以运河五号前身恒源畅纺织布厂为历史原
型，以常州工商业发展的典型人物为主线，展示百年
工商对常州的影响和对青年成长的影响。常州钟楼
区文化馆馆长孙茹介绍，《织梦运河》采用开放式演出
沉浸模式，融入运河市井文化、老城厢文化和红色文
化，让工业遗存、历史风貌和城市人文肌理深度融合，
展现常州的昔日运河繁华和近代工业史。“《织梦运
河》是一款文旅融合的演出项目，其演出场地运河五
号创意街区作为江苏省级工业旅游区，旅游要素集
聚，二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游客体验，让游客
对常州的认知更加深刻。”

一边沉醉于昆曲的唯美曲调，一边领略苏州园
林的诗意之美，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让游客一步
入梦，体验“姑苏繁华”。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是苏
州夜间经济品牌“姑苏八点半”重要内容“江南小剧
场”的剧目之一。演出在沧浪亭实景上演，以新颖的
浸入式方式，将沈复和芸娘夫妇俩人文相恋、志趣相
投、柴米相依的深情娓娓道来。从剧场走向实景，戏
曲与园林的组合，呈现了绝美表达的江南诗意和极致
的东方美学，成为了苏州文旅融合的“样板”剧目。

当下，南京正积极建设秦淮河畔小剧场群，常州
打造了以嬉戏谷“洛克王国”、春秋淹城“西施迷宫”
为代表的旅游演艺小剧场，盐城大丰荷兰花海推出
的《只有爱·戏剧幻城》更是成为文旅融合新标杆项
目……在江苏景区景点和文博场馆，都实现了演艺
空间上的突破，到曲艺书场看非遗表演，在临水戏台
看沉浸式演出，已成为越来越多游客休闲新选择。

江苏将继续探索小剧场建设的特色创新之路，
召开江苏省小剧场建设推进会，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研究部署深化小剧场建设工作；推动全省小剧场均
衡发展，持续开展江苏省示范小剧场和小剧场精品
剧目认定工作，以典型引领促进小剧场品牌建设；发
挥示范小剧场引领作用；组织小剧场精品剧目展演，
展示小剧场剧目创作成果，促进各种所有制文艺院
团加强小剧场剧目创作，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共享
文化大餐，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贡献
新的艺术力量。

许其兵 汪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