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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密如蜘网的小胡同中，有

一间很难被发现的剧场坐落其间，别

看就是那么个“黑匣子”剧场，那可

是牙医王翔做“梦”的地方，他给这里

起了个不起眼儿的名字“蓬蒿”。

一个牙医怎么跟戏剧扯上边了

呢 ？ 起 初 连 王 翔 自 个 儿 也 没 整 明

白。他当过兵，还是 1977 年高考的幸

运儿，之后又成为我国从事人工种植

牙课题最早的研究生。再之后，创办

了几乎是北京最早的私人牙科诊所，

现如今，每天顾客盈门、坐拥 4 家牙科

诊所的牙医王大夫，谁可曾想，他却

剑走偏锋，心事重重起来……

“生命是可贵的，甚至可敬畏的，

但还有一些生命、比我们一己的百年

之身更可贵、更可敬畏，那便是一些

支持生命、使生命可以活下去的东

西：是对无限的渴望，对生命本身战

栗般的惊喜，对理想的热度，对善美

的向往……”这段由台湾女作家张晓

风编剧、中央实验话剧院编排的话剧

《和氏璧》中的台词，二十几年来，在

牙医王翔的脑海里却怎么也挥之不

去，伴随始终。由于早年对文学的热

爱，猛然间，对话剧舞台的表现形式、

独特的表达方式真是情有独钟。他

想，他是一直“暗恋”上话剧的。

如何呈现自己的梦想呢？2004年，

他以一个牙科大夫的名义，个人投拍

的话剧《暂住证》终于在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小剧场公演，第一次由纯粹的

看客，勇敢地走到了他渴望已久的位

置，做了一件在梦中曾反复做过的大

事情。《暂住证》投资了 10 万元，15 场

演出下来，票房只得到了 8 万元。但

此刻，王大夫却像是得到了大便宜：两

万元买到了最大的兴奋！自己没事就

偷着乐。这还不够，他将牙科诊所放

在 一 边 ，深 深 地 进 入 了 自 己 的“ 梦

境”。2008年，在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牙医暂时客串泥瓦匠，在一

套民国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四合院内，

砌墙码砖，翻修扩建，建起了一个“黑

匣子”小剧场，他竖起一个指头自豪地

说：第一个民间、民营、民建的小剧场，

就此诞生，这就是“蓬蒿”。

剧场年轻的创意运营总监梁丹

丹女士对这间“草根”剧场的运营颇有

心得，她说：不错，我们周边全是首都、

国话、人艺等大牌剧场，长久以来营造

出了古老的北京最浓郁的戏剧氛围，

同时也浓缩了代表人类精神及艺术最

高成就的戏剧演出和生机盎然的胡同

生活的融合，“不在剧场就在咖啡馆”

成了很多人的归宿和期待。“蓬蒿”人

深得此经，由于定位准确，逐渐，戏剧

界的学子们来了，发烧友来了，胡同里

的街坊们来了，影视界的“星”也来了，

两年来，“蓬蒿”剧场聚拢了很多人气，

还成功运作了几个文化项目。对此梁

女士反复强调两个词汇，那就是“公

益”和“搭台”，这是这间小的不能再小

的剧场两个至关重要的词汇。

为 戏 剧 搭 台 ，为 戏 剧 人 搭 台 ，

“ 蓬 蒿 ”是 戏 剧 场 ，更 是 文 学 剧 场 。

牙医王大夫的戏剧梦看来是要继续

做下去了。

一个牙医的戏剧梦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影报道

欢快热烈的舞蹈不需要翻译，名震天下的少林

功夫不需要翻译，中国 传 统 的 手 工 艺 品 不 需 要 翻

译 …… 俄 罗斯“中国文化节”9 月初在莫斯科、萨马

拉、陶里亚蒂三地展开，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

没有“被组织”，他们都是闻讯自发而来。对于艺术

素养普遍较高而天性好奇的俄罗斯人来说，不懂中

文不是交流的障碍，他们藉由“中国文化节”上的演

出和展示项目，已经大大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和兴趣。

此次“中国文化节”，文化部组派了政府文化代

表团、河南少林武僧团、深圳歌舞团、中华彩灯展、中

国动漫游戏展、“深圳设计”海报展、浙江民间手工艺

精品展、三亚“海螺姑娘”创意展共计 100 余人赴俄，

以文艺演出、平面展览、多媒体展示、手工艺表演等形

式，向俄罗斯民众展示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节”俨然是当地的节日，演得精彩，看得

专注，无论演员还是观众，脸上无不洋溢着发自内心

的快 乐 。 这 屡 屡 印 证 了 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的

话：“文化交流是沟通人民心灵不可代替的桥梁，文化源

自心灵，而又直达心灵。她的特殊魅力在于 让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和肤色的人彼此理解、相互欣

赏，从心底萌发出美好的情感。”

俄罗斯“中国文化节”剪影
本报记者 续鸿明/文 李赫男/摄

中国艺术团在萨马拉向热情的俄罗斯观众谢幕致意

陶里亚蒂市的观众观看演出后热烈鼓掌

深圳歌舞团表演新疆舞

“中国文化节”主会场——莫斯科中央美术宫外景

中国刺绣技艺令莫斯科观众赞叹不已

中国艺术团演出前，萨马拉的观众在剧场观看节目单

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和俄罗斯嘉宾一起欣赏中国昆曲、茶艺

四川自贡的戏曲主题花灯摆上俄罗斯街头俄罗斯嘉宾感受中国茶道技艺

精美的刺绣令俄罗斯姑娘流连忘返

精彩的戏剧对

白就是这样一遍遍

地推敲出来的。

为了不影响第

二天的演出，装置

布景道具往往是在

狭窄的、简陋的剧

场内连夜进行的。

这是剧场外的混

合区，茶座就是工作

台，服务员更可兼做

灯光师，“一专多能”。

这是个典型的

“ 黑匣子”剧场，再

怎 么 设 想，也 是 个

“ 黑匣子”。于是，

他们在演技上往往

是下了工夫的。

王 翔

是这里最

忙的人，这

不，他正在

给前来参

观的游客

讲“蓬蒿”

的故事。

房顶

上搭了一

间小小的

阁楼，兼做

休息室，而

老槐树下

就成了演

员排练的

空间。

他 是

一位牙医，

有 多 家 连

锁 牙 科 诊

所，已经很

忙 了 ，但

是，他却宁

愿 泡 在 自

己 的“ 蓬

蒿”剧场内，

找演员，串

台 词 ……

这 里 毕 竟

是 他 追 梦

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