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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化大讲堂、戏聚星期

六、深圳晚八点、音乐下午茶……

在深圳众多的公益文化品牌中，

剧汇星期天虽起步较晚，但发展

势头迅猛。自2011年9月“登陆”

深圳以来，剧汇星期天在鹏城刮

起一股强劲的“剧”风，引发了市

民的参与热潮。

作为能最直观反映

一座城市人文精神和文

化追求的艺术载体，戏

剧是对社会生活的精炼

浓缩，它引发大众对过

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反

思，加深对生命的体验

和感悟。

剧汇星期天有别

于深圳其他的文化惠民

工程，更侧重“剧”的探讨

和挖掘，在前几期的活动

中，尤以话剧最甚。在形

式上，剧汇星期天打破了

纯粹讲座或演出的单一

模式，而是把戏剧文化

界名家的讲座与戏剧

表演、观众舞台体验结

合起来，为观众呈现出

戏剧的台前幕后和方

方面面。这样更易于

观众走入戏剧创作者

的内心世界，在充分理

解戏剧内涵的同时，提

升自身的艺术欣赏水平

和文化素养。

在剧汇星期天的舞台上，不

仅有王晓鹰、丁罗男、傅维伯、王

宝社、胡野秋、杨立新、影子等大

陆戏剧及文化界名人为观众解

读戏剧，更有台湾戏剧界名人李

宗熹、美声歌手詹喆君与观众分

享他们的戏剧人生以及话剧和

音乐剧背后的故事。而最令观

众着迷的是，在讲座之外，还可

以现场欣赏《雷雨 2011》、《将爱

情进行到底》、《黄粱一梦》等大

量优秀的话剧及戏剧演出，以及

深圳本土戏剧的原创演绎。

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背景下，经济实力雄厚的深圳

早就将目光投向了文化，策划推

出了一个又一个在广东甚至全国

都颇具影响力的公益文化品牌，深

受市民追捧。深圳笃信

“城市因文化而有品位，

市民因文化而有内涵”，

在甩掉“文化沙漠”这顶

名不副实的帽子后，深

圳期冀让每一个市民都

沐浴在文化的阳光里。

当前，大多数戏剧

院团都面临着一个窘境，

精品戏剧匮乏，运营资金

短缺。另一方面，社会大

众则苛责戏剧的门槛过

高，票价不“平民”。在这

种现状下，深圳采用“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

看戏”的运作模式，为全

国的戏剧院团和大众搭

建了一座沟通交流的平

台。戏剧不再束之高阁，

不再曲高和寡，不再脱离

大众，而是走向“公益性”

“平民化”。作为深圳公

益文化品牌，剧汇星期天

为正处在瓶颈期的戏剧

院团提供了绝佳展示平

台，让每一个深圳人都能

零门槛接触戏剧艺术，

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更浓郁

了深圳的戏剧艺术氛围，培育了

戏剧赖以生存的土壤。

“从剧汇小舞台到世界大

舞 台”，这 场 全 球 戏 剧 梦 旅 人

的“ 公益”聚会，让每一个人，

不 论 地 域 民 族 ，不 管 性 别 年

龄，都能享受戏剧艺术带来的

乐 趣，在 感 知 人 生 的 同 时，潜

移 默 化 地 提 升 着 这 座 城 市 的

文化内涵和精神风貌。

从话剧到音乐剧、歌剧、舞台

剧，自 2011 年 9 月开始，剧汇星期

天孜孜不倦地把戏剧的种子辛勤

播种在深圳这块土地上。如今，

它已经为深圳市民带来了 16 期期

期不同的文化享受。

在 扶 持 了 众 多 文 化 品 牌 之

后，深圳这次为何选择了戏剧艺

术？剧汇星期天又承担着怎样的

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且听深圳

市宣传文化事业基金办公室主任

李建阳和剧汇星期天承办方负责

人赵佳一一道来。

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记者：剧汇星期天对于深圳

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哪里？

李建阳：我 们 所 扶 持 的 文

化 品 牌 应 该 与 城 市 的 年 龄 结

构、市 民 的 地 域 结 构、城 市 文 化

发 展 基 础 、城 市 文 化 发 展 方 向

相契合。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文

化 需 求 也 呈 现 出 年 轻 的 特 点 。

因 此 我 们 选 择 了 戏 剧 的 形 式 。

深圳也是一座移民城市，怎么去

满足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移民

市民”的不同文化需求？这就要

在 城 市 文 化 建 设 中 体 现 传 承 与

创 新 的 结 合 。 深 圳 这 座 城 市 特

别 需 要 舞 台 艺 术，尤 其 是 话 剧、

音乐剧、舞台剧。

剧汇星期天不仅丰富了市民

的精神生活，更肩负着城市的文化

责任，同时，还能够普及戏剧艺术、

提高市民的艺术素养。近年来，

深圳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惠民工

程，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满足了

市民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另一

方面也在一点一滴地提升城市的

文化品质。

我们的剧场要汇聚世界精品

记者：深圳推出了众多公益

文化品牌，这次为什么选择了戏

剧作为文化惠民的艺术形式？

李建阳：社会在转型，文化也

在转型。为什么选戏剧，就是希

望能与当代生活产生联系。基金

办扶持过戏聚星期六，它与剧汇

星期天恰好就是“姐妹花”，互补

呈现。戏聚星期六强调传承与创

新，剧汇星期天则侧重观照当下、

反映现实。

我 始 终 认 为 没 有 事 业 的 繁

荣，就没有产业的发展。剧汇星

期天有讲、有演、有展，还有学，很

有乐趣。它为观众呈现舞台艺术

的始末。只有人们的文化素养、

艺术鉴赏能力提升了，文化产业

才会有市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

说，剧汇星期天培育了舞台上的

当代艺术。

剧汇星期天采取零门槛形式，

走进剧场就是观众，这就是市场基

础。尽管剧场容纳的人数有限，但

日积月累，观众群会越滚越大。扶

持剧汇星期天，并不意味着可以立

竿见影，但我们现在行动了，就意

味着将来会有扎实的基础。

深圳不可以没有专业的剧场，

不可以没有专业的平台，我们的平

台就是要让舞台剧的世界精品都

在这里呈现。剧汇星期天是一个

开放的平台，我们愿意把它做成戏

剧院团展示新作的专业平台。不

仅如此，剧汇星期天还是一个发

展原创的平台，策划并演出原创舞

台剧。

营造浓郁城市戏剧艺术氛围

记者：剧汇星期天作为深圳

的一个公益文化品牌，它创办的

初衷是什么？

赵佳：无论是中 国 传 统 戏 曲

还是现代戏剧，只有得到观众的

认 可，只 有 培 养 观 众 走 进 剧 场，

戏剧舞台才有生命力，戏剧才能

拥 有 发 展 的 原 动 力 。 剧 汇 星 期

天 的 理 想 就 在 于 提 升 日 益 成 熟

的深圳戏剧艺术氛围，同时让更

多的观众，特别是当下的年轻人

了解戏剧幕后的故事、戏剧生产

的过程，对当今的戏剧艺术有更

多的认识。

剧汇星期天为怀揣戏剧梦想

的 剧 团 提 供 实 现 戏 剧 理 想 的 平

台，并以多样化的表演方式，让更

多人学习戏剧和喜欢戏剧。通过

名人名家对戏剧的经典解读，对

演剧艺术的前沿探索和讲述，以

及戏剧新人新剧展示，达到对戏

剧艺术的普及和培养。从看童话

剧的小学生，到“80 后”“90 后”，

再到中老年人士，通过剧汇星期

天的熏陶，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艺术修养和文化情趣。

每一期的“剧汇”，不仅仅是

一个活动，更是实验、创作、观摩

和体验的交流会。我们希望高高

在上的戏剧脱下华贵的外衣，让

百姓走进剧场，走近戏剧。

剧汇星期天：把戏剧扎根深圳
本报驻广东记者 彭海霞

因为“美丽星期天”，人们在深圳音乐厅为高雅音乐深深陶醉；因为“戏聚星期六”，人们在深圳大剧院被传统民族戏曲的甘露浸润

滋养；因为“市民文化大讲堂”，人们又仿佛回到学生时代，在深圳图书馆畅听“东方的国粹，西方的经典”……

深圳的周末从来就不缺公益文化大餐。即使你只是一个自远方而来的客人，一样可以走进这些美丽的殿堂。

如今，自 2011 年 9 月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在深圳大剧院的小剧场开讲，又一朵由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的

“公益文化之花”——剧汇星期天，在鹏城绚丽绽放。它为人们带来了戏剧的精神愉悦和艺术享受，但它的意义又不仅仅在于此，因为，

若干年后，深圳文化艺术一定承载着它为之所做的积淀。

这里是深圳大剧院的一个小

剧场，这里更是一个汇聚当代戏

剧艺术的大舞台，是戏剧梦旅人

的大聚会。

从 2011 年 9 月开始的每个星

期天，剧汇星期天邀请了戏剧导

演、戏剧创作者、戏剧表演者、文化

学者、艺术家等戏剧文化界人士，

就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台剧、儿

童剧等演剧艺术领域，与深圳市民

展开零距离交流与对话。在剧场，

不仅有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

为观众解读《当代话剧与城市文

化》，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追

根溯源《小剧场话剧的前世今生》，

被誉为“中国舞台喜剧第一编剧”

的王宝社用一个个小故事让观众

领略《喜剧，笑什么，怎么笑》、建立

喜剧审美的基本观念，被誉为“小

剧场话剧之父”的傅维伯、导演黄盈

为我们讲述《黄粱一梦》的来龙去

脉，更有被称为“赖声川接班人”的

台湾导演李宗熹与观众分享他的戏

剧人生及其戏剧作品，在中文版音

乐剧《妈妈咪呀！》中担纲主演、被

誉为“中国音乐剧女王”的影子解

析音乐剧，台湾美声歌手、旅美声

乐家詹喆君与观众探讨《Miss Tai-

wan》音乐与剧的跨界之旅……

为了突破枯燥老套的讲座形

式，剧汇星期天选择了讲、演、展、

学的多种演绎形式。它以戏剧名

家讲座为主，结合戏剧表演、15 分

钟学戏剧的舞台体验形式，让观

众从听觉、视觉、体验等方方面面

感受当代舞台艺术的魅力。

剧汇星期天汇聚了最当代、

最实验、最人气的话剧。《将爱情

进行到底》贴紧时代热点，博得观

众一浪又一浪笑声与掌声；《雷雨

2011》颠覆传统经典版《雷雨》对 8

个主要人物的定义，全新诠释《雷

雨》；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演出

24 场、被誉为“ 最中国的参演剧

目”的《黄粱一梦》以“最简单的故

事，最直接的方式，最东方的思

想，最中国的手法”给人以思考，

让观众回味无穷；“80 后”女导演

蔡艺芸执导的颇具先锋性的《鱼

仙》探索都市灵魂救赎，引起观者

深深共鸣……

剧汇星期天的定位是汇聚艺

术家，普及戏剧艺术，培养戏剧观

众，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希望通过

对剧的观摩，让剧回归原本。其

承办方——深圳市八厘米文化传

播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赵 佳 告 诉 记

者，剧汇星期天是一个传播平台，

所有实验的剧目都可以在这里演

出，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学习。

与深圳另一公益文化品牌——戏

聚星期六关注传统戏曲、偏向传

统与传承不同，剧汇星期天则关

注舞台剧，偏向现当代，偏向实验

和探索。

小剧场让观众身临其境，在

演出中就参与到戏剧的二度自我

创作中。赵佳说：“要培养舞台剧

就要寻找最佳结合点。我们要以

探索性的文化内容，以当下文化

来 与 当 下 年 轻 人 沟 通 。 只 有 这

样，才能让年轻人走进剧场，我们

的惠民文化才能更容易被他们接

受。小剧场接近了观众，让观众

觉得不是在演戏，而是在演自己，

这就让文化贴近了生活，贴近了

观众。”

深 圳 的 公 益 文 化 品 牌 有 很

多，如何做到让观众主动走进剧

汇星期天小剧场？赵佳给了我们

很好的解释。小剧场演出不需要

特别精心刻意的化装、庞大的舞台

道具和美丽英俊的专业演员等，它

的生命力就在于让年轻人接受和

融汇其中。赵佳说，王宝社老师曾

经和我们一起讨论，北京、上海、深

圳的青年文化是什么？我们怎样

寻找剧汇星期天的文化涵义？如

果说北京的文化是厚重的，上海

的文化是精致的，那深圳的文化

是什么？可以说是时尚的吗？我

们通过小剧场在寻找深圳年轻人

的文化消费观。小剧场不仅能和

演员近距离互动，更重要的是其

内容与“80 后”的生活贴得很近，

更能表达他们的心声。 李宗熹在给剧汇星期天留言

的时候曾经写道：“我们希望有一

天，当我们看歌剧的时候想到维

也纳；看音乐剧的时候想到百老

汇；看戏剧的时候会想到深圳，让

我们一起把深圳戏剧的冷灶给烧

起来。”这正是剧汇星期天目前正

在努力的。

要将戏剧文化根植深圳，青

少年学生是备加关注的群体。剧

汇星期天集聚了一批又一批戏剧

观众，比如文锦中学丑小鸭话剧

社的学生就是剧汇的铁粉。在每

期节目中，演讲嘉宾通常都会邀

请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到台上，在

轻 轻 松 松 的 氛 围 中 揣 摩 戏 剧 艺

术。在第 8 期，青年戏剧导演赵

淼调动起全场气氛，带领观众身

体力行做戏剧。在第 15 期，“50

后”“90 后”，甚至“00 后”小学生

以及精神矍铄的“40 后”老太太，

聚在剧场舞台上，与“80 后”话剧

导演蔡艺芸一起玩话剧游戏。在

每期演后谈中，观众更是积极与

导演讲述各自的体会。例如《鱼

仙》演出后，老年观众表示，十分

渴望了解导演创作的原始动意；

而中年观众说，人生如戏，戏若人

生，导演不需要告诉任何人答案；

青年观众则认为剧作表现的是剧

中人在等待救赎。

戏剧需要观众。剧汇星期天

自去年 9 月启动以来，吸引了 5000

多名观众入场观看。剧汇星期天

是一个大舞台，它给实验性和探

索性的当代演出剧提供了无限的

展示空间。同时，它也培育了一

期又一期、一批又一批的观众。

一门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创作者，

也离不开好作品，而最终要繁荣，

更离不开懂欣赏、能产生共鸣的

观众。如今，剧汇星期天已举办

了 16 期，16 期的观众就是深圳戏

剧艺术繁荣的土壤。

讲演展学，实践形式创新

关注“实验”，寻找年轻人的文化消费观

一个公益文化品牌的使命
———策划人谈剧汇—策划人谈剧汇星期天运作理念星期天运作理念

培育观众，为戏剧孕育土壤

让
戏
剧
不
再
曲
高
和
寡

林

培

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

在剧汇星期天首讲。

话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剧照。

话剧《黄粱一梦》剧照。

话剧《我的祖宗十八代》剧照。

剧汇星期天采取零门槛形式，备受市民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