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武汉，随便拦下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

要去万达“红灯笼”，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将你送

达目的地——武昌区东湖岸边的汉秀剧场。

这座出自世界顶尖建筑艺术大师马克·菲

舍尔手笔、外形酷似中国传统红灯笼的建筑，

已然成为武汉新地标，并将于本月 20 日正式

向观众揭开神秘面纱。

“我们相信，它将成为与悉尼歌剧院、卢浮

宫玻璃金字塔齐名的城市地标。”世界著名舞

台艺术大师、“汉秀”总导演弗兰克·德贡笃定

地预测。

“因为李娜，因为‘武网’，世界上很多人第

一次听说了武汉这座中国城市；而‘汉秀’将在

未来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有个城市，叫武汉。”

在一位投身武汉演出事业几十年的文化工作

者看来，“汉秀”将同“武网”一样，成为世界了

解武汉的一张名片。

万达“汉秀”已经开启了中国驻场秀的新

格局，甚至影响武汉乃至中国文化产业的结构

和整体布局。在探讨这些话题之前，我们想先

试着解读——万达为什么选择了武汉？

天时地利人和，
带来一场必然

华灯初上，在潋滟东湖的映衬下，汉秀剧

场安静地矗立在那里，仿若一颗红宝石，瑰丽

而绚烂。剧场里，弗兰克·德贡正在与演职人

员进行着首演前最后阶段的紧张排练，以期为

观众奉上一场“一生必看”的震撼体验。

“汉秀”取意汉族、楚汉，武汉文化精粹之

意，这是一台以“水”为主题，把中国楚汉文化与

西方综合表演形式“秀”相结合的作品。在“汉

秀”90 分钟的演出时间里，观众将看到戏剧、

舞蹈、杂技、体操、高空跳水、极限运动等表演

形式与高科技特效的完美融合。这台被公认

为目前世界顶级的秀，为何最终落户于武汉？

“万达文化产业总体规划和武汉市的发展

战略大体相同，一拍即合。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

武汉，文化需求大幅增长，连锁产生的集聚效应

也吸引我们选择了武汉。”万达有关人士回答。

“武汉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

我想，这是武汉能够吸引万达‘汉秀’落户于此

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汉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

局局长陈邂馨认为。自古以来，武汉便是百舸

争流、万方汇聚之地，3500 年源远流长的荆楚

文化浸润着武汉每一寸土地，形成了良好的文

化底蕴和氛围；大江、大河、大湖汇聚于此的地

缘因素则培育出武汉“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

辛亥首义便是最好的例证。

“武汉是一座具有国际味道的城市，这里的

老百姓喜欢创新、热闹，而‘汉秀’正是一次创新

与追求卓越的典范，与武汉的城市精神十分契

合。”从很多武汉人口中能听到类似的说法。

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很多亲

历者的眼中，“汉秀”落户武汉正是具备了这些

因素。弗兰克·德贡对于“汉秀”的诞生有这样

一句评价——“在对的时候，在对的地点。”他

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而这句话

放在更为具体的语境下也同样适宜——熟悉

武汉的人能明显地感觉到，武汉正在发生剧烈

的变化。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提出，武汉要建

成“东方芝加哥”。在中国，武汉的战略地位等

同于北美的芝加哥、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福。如

今，以武汉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的提出，以及

高铁时代的来临，让处于“米”字形高铁交通网

中心的武汉，区位优势愈加凸显，成为竞争的

核心区域。作为华中首府，武汉的汉阳沌口开

发区、武昌东湖高新区已成为武汉产品和硬实

力的代表，正参与着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由万

达投资的中央文化区，则将成为武汉文化和软

实力的代表，唤醒这座城更深层的人文诉求和

文化消费活力。

不久前，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发布

的《2014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显示，武汉综合

旅游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五，已进入副省级旅游

城市第一梯队；武汉旅游的发展速度竞争力再

居全国榜首。2014年，武汉国内游客接待人数

在全国的副省级城市中居第一，国内旅游收入

居第二。数字，足以改变很多人对武汉“并非

旅游城市”的印象。

这些，或许均是万达“汉秀”最终选择落户

于此的依据。

一次有益的探索，
之于武汉，之于万达

作为目前世界上投资额最大的剧场，“汉

秀”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世界首个可结合剧

情升降、移动、倾斜、错落变化的梦幻舞台；世

界首个能移动、旋转、升降的观众坐席；世界上

最大的舞台表演水池；世界上难度最大的舞台

节目，包括 24 米的高台跳水表演……如此多

的“世界之最”意味着挑战与冒险，无论对于落

户城市武汉，还是投资方万达集团，都需要这

样一次大胆的尝试。

“武汉文化产业还处在低谷，文化产业的

发展与其科技、文化地位是不相称的，还有很

大发展空间。而‘汉秀’正是一个文化与科技

融合的典范，它将成为一面旗帜，引领武汉的

文化产业发展，将对武汉调整产业结构起到示

范作用。”陈邂馨说。

文化是城市永续流传的原动力。以“汉

秀”为代表的文化项目，正在加速武汉从“交通

码头”迈向“文化港口”。“‘汉秀’为武汉带来的

是文化的创新、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国际接

轨。‘汉秀’上演之时，正是武汉经济、文化、科技

结合空前紧密之时，相信这一切将助推武汉的

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是很多武汉

文化界人士对“汉秀”之于武汉的共同期待。

而“汉秀”之于万达则是一场需要迎难而

上的挑战。以开发地产起家的万达 2006 年开

始涉足文化产业领域，这是万达转型升级、确

立新竞争优势的内在需求。2012年，万达文化

产业集团成立，但要在这一领域走得更稳、更

远，万达需要在内容、产品、经营等方面进行更

深层次的挖掘，而“汉秀”正是万达迈出的对其

整体文化产业进行布局的不可或缺的一步。据

了解，万达与弗兰克·德贡的未来合作也不止于

“汉秀”，根据 2011 年签订的一份排他性协议，

未来 10年，双方将在武汉、西双版纳、青岛等地

建设 5台世界顶尖水平的大型舞台秀。与此同

时，万达也不断收购旅行社，为其投资建设的文

化旅游项目“输血”，进行全产业链的布局。

“最大的困难在于剧场和演出同时开放。”

万达有关人士说，“你可以查阅资料，世界上极

少有把剧场开业和演出开演放在同一天的,这

意味着双重挑战。”正因如此，万达在打造“汉

秀”过程中积累下的不仅仅是如何呈现一台文

化与科技融合的秀，更包括剧场设计、建造、运

营、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如果放在地产业

来比照，“汉秀”好比一个万达的“样板间”“旗

舰店”，将为未来这一业态在中国其他城市的

复制打下基础。

“汉秀”首演的前一天，万达商业也将正式

在港交所挂牌，这之间是否会产生联动效应？

我们拭目以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打造

“汉秀”的同时，万达在武汉还有另外一个高科

技文化产业项目——万达电影乐园，这个乐园

将与“汉秀”同时开门迎客。届时，在由武汉市

和万达共同打造的这条楚河汉街上，将形成文

化与商业、旅游、娱乐等多种产业要素组合发

展的新模式。

“这是一次武汉与万达双赢的大胆尝试与

探索。”多位业界人士这样评价。

“汉秀”，
舞台艺术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

今天，驻场秀逐步升级，已经进入到量身定

制的阶段，“汉秀”更是将量身定制做到了极致。

高 71.6米、总建筑面积 8.6万平方米的“红

灯笼”是“汉秀”演出的唯一驻地，从建筑外观

到内部设施、设备都是为“汉秀”量身打造，其

建设难度从设计之初就已经“预定”了：没有

巨大且稳定的钢结构屋顶，就无法支撑可飞

行的 LED 巨屏及后期各种精彩演出的承重要

求；没有较高的桁架整体提升高度，就难以实

现 24 米空间内高台跳水……怪不得此前就

有这样一个说法：要让“汉秀”成为前所未见

的演出奇观，其前提之一是剧场要成为一个

建筑奇观。

汉秀剧场分为地面 3 层、地下 4 层。走入

剧场内部，简约且现代感十足的布局让人仿若

置身于一个现代化工厂，各种机械设备、装备

则会彻底颠覆人们对剧场的传统概念：3 秒即

可完成干湿舞台切换的地板，十几块不同大小

的水中升降台、干湿升降台，400余个水特效喷

头，3 台用来操纵 210 平方米 LED 大屏的大型

机械臂，100 多台表演用卷扬机，3000 多盏各

类 舞 台 演 艺 灯 光 设 备 ，近 400 只 MEYER

Sound音箱带来 170多通道环绕声……

而如果有机会走进汉秀剧场的后台或地

下，你更将为其现代化、自动化、标准化的程度

而惊叹，比如标准化配置的演员保健室，可以

确保每位演员的安全和健康；完全用电脑操控

的舞台特效设计和灯光设计，可以随时根据需

求进行精准调整；巨大的自循环、过滤、恒温系

统，可以使水温保持在 30 度左右，且几乎符合

饮用水标准……

“‘汉秀’是在不断挑战人类极限，它是融

汇高科技、秀文化及地域文化的一个范例，它

将带来中国舞台表现方式、演出创作生产方

式，乃至社会影响方式的变革。”在参观汉秀剧

场以及“汉秀”的排演后，一位资深媒体人评

价，“汉秀”正以新型的舞台艺术生产形式冲击

着人们的观念和视野。

“万达首次将大型舞台秀概念引入国内，将

树立中国文化产业新标杆，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中国文化产业品牌。”

“对全国而言，‘汉秀’的开演将会进一步

丰富我国的演出市场，拉动和提升中国文化娱

乐行业的制作水平。”

这些是业内人士给出的评价。对于这场

充满科技与文化魅力的秀，他们不吝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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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动画在深圳：不为娱乐，更近学术
本报记者 程丽仙 文/图

对始于今年 4 月的第二届深圳独立

动画双年展而言，12 月意味着两个“结

束”和一个“开始”——4场流动论坛从北

京到香港到台北最后在深圳终场、竞赛

单元 3个奖项最终揭晓；主题展于 12月 6

日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开幕，将持续

至 2015 年 3 月 6 日。“这三大部分互为关

联，从三个维度阐释着本届双年展‘影舞

之眼·视域之外’的主题，跨学科、跨地区

地对动画创作和影像问题进行深度探

讨。”本届双年展策展人董冰峰说。

从“心灵工程”到“构建性影像”

作为国内首个以“双年展”形式举

办的独立动画展览活动，深圳独立动画

双年展两届的主题都颇具深意。

两年前的首届以“心灵世界：作为

虚拟艺术工程”为名，策展人之一王春

辰当时对此解释为：“独立动画创作并

不是以物理世界的现实场景为直接再

现对象，而是秉着开放性的、跨学科的

创作理念自由构建一个独立的虚拟世

界。借用‘工程’二字，既显示出独立动

画生产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可促使我

们对其内在属性、构成机制、学术批评、

发展潜力等内涵进行探讨。”

如果说首届是在向外界强调独立

动画的艺术特质，那么第二届双年展则倾

向于探讨独立动画的可能性，而非定义

“什么是独立动画”。董冰峰引用了德国

艺术家、导演哈伦·法罗基的一段话——

我把这类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提供信

息而生成的影像称为“构建性影像”，这些

图像的作用不简单的是再现什么，而是整

个系统构建的一部分。“这段话几乎就是

本届双年展主题的核心。”董冰峰表示。

何金芳参与了两届双年展，她是首

届的三位策展人之一，第二届则以展览

总监的身份出现。“首届是顺应时代发

展应运而生，回顾和梳理了 2000 年至

2012 年之间的中国独立动画发展史，共

展出了 56位创作者及团队的近 100件作

品，还给艺术家做访谈，编辑大事记，收

集相关研究文章，出版了一本几十万字

的文集。”何金芳说，“相比首届，第二届

瘦身很多，只有 28组共 38名艺术家和导

演参展，但作品时段从 1920 年代至今横

跨近百年，类型基本涵盖影像艺术的各

种类别和表现形态，而且国际化程度很

高，来自 10个国家和地区。”

前后两届的这些变化与策展人身份

直接相关。“冰峰是圈里有名的书虫，多年

研究影像和独立电影，学究型作风。”何金

芳说，而另一位协力策展人郑慧华来自台

湾，有多年做国际大展的经验，资源丰富。

动画是一种创作手段，也涵
盖创作过程

曾在首届双年展上领略过独立动

画多样化艺术风格的人，在参观本届双

年展主题展时恐怕会陷入各种困惑：为

什么展品说明简单到只有作品名称、作

者名字和国籍？为什么有的作品是真

人影像或静态装置，看上去并不像动

画？为什么在影像中看不到故事？

本届双年展主题展包括展览和影院两

大板块，涉及42位艺术家的55件作品，来

自韩国、日本、印度、南非、德国、美国、卢森

堡、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大陆和香港、台

湾地区。其中，展览板块包括哈伦·法罗

基的《眼睛/机器》、威廉·肯特里奇的《长

笛课》、周啸虎的《反蒙太奇——党同伐

异》等 15部作品。“参展艺术家不多，但名

气不小，半数以上参加过卡塞尔文献展、

威尼斯双年展，另有 1/3是首次在中国展

出的陌生面孔，如韩国的文敬媛和全浚

皓、中国台湾的高重黎。”何金芳说。

可以说，这些作品很难使观众产生

动画的熟悉感或唤醒某种童年记忆。

“展览内容和动画名词感觉不太一样，

跳到动画之外，延伸到了动态影像。”在

12 月 7 日举办的深圳流动论坛上，来自

香港的嘉宾马容元表示。

虽然主题展与普通观众颇有区隔，

但对入围竞赛单元的参赛者而言倒是饶

有趣味。“主题展中让我印象深刻且偏爱

的作品是日本艺术家泽拓的《线性构造》

和印度艺术家兰博·卡勒卡的《水壶》。

前者所呈现的意境类似中国古代哲学里

的‘炁’，后者表现形式简单但人文内涵复

杂，我能感受到作者通过水壶想传达的民

族意识、生活情景乃至有关道德的内容。”

四川美术学院影视动画学院教师王茜濡

告诉记者。她的作品《蜕》是第二届双年

展竞赛单元的70部入围作品之一。

经过初审和终审，本届双年展竞赛

单元的 3个奖项独立动画创新奖、新锐导

演奖、独立动画组委会大奖分别由黄炳

的《太阳留住我》、沈杰的《马》和伊朗导

演扎林·沙拉希的《向休息区靠近》获得。

这些作品从表现形式来说接近大众

通常所认知的动画，但充满实验和探索气

息，从评委团的评语可见一斑：“充满当代

感的超扁平视觉”“融汇了当代艺术的观

念隐喻，试图揭开时间与物的真相”“一段

沙漠中似乎无止尽平移的宁静旅程，含而

不露地承载了当下世界舞台上诸多关于

文化、历史、生态等紧迫议题”。

如果有人仍然纠结于主题展的“非

动画性”和竞赛单元的“动画新感觉”，

法国电影学者塞巴斯蒂安·德尼斯在

《动画电影》中的一段话或可作为一种

解释：动画既是一种创作手段，同时也

涵盖了创作过程本身，它更像是关于电

影和当代艺术之间的一种幽灵般、难以

琢磨的中介，借由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展

示形态灵活多变，又彼此关联。

动画学术的魅力

这段话也被董冰峰引用在为本届双

年展所撰写的四则笔记中。对于“独立

动画”一词，这位策展人有自己的看法：

从名称上而言，独立动画脱胎于独立电

影，但动画艺术所具备的非现实性与高

度抽象性与“独立电影”在中国的处境和

工作核心（社会批评）有着本质区别，独

立动画并不刻意强调某种明确的意识形

态，但继承了如 1930 年代欧洲早期先锋

动画电影中高度的形式自觉与 1990年代

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中自由风格表现的载

体，越来越多的独立动画既选择在影院、

影展上放映，同时也在美术馆和多媒体

化的互动形态中展出。

他将这种复杂性和多义性视为当

下中国独立动画的真实境况与工作命

题，坦言“不关心观众和媒体对本届双

年展的反应”，他认为最能体现策展思

路的是以展览主题为名出版的论文结

集，“这是可以反复被讨论的文本。”

据何金芳介绍，鉴于第一届的历史回

顾性质，本届双年展以主题展和竞赛单元

为核心架构，外延支持则是以流动论坛和

大师工作坊为主的学术会议和公共教育

活动。截至12月开幕，双年展出版的图录

收录了前3场论坛中的8篇专文和策展团

队特别撰写及邀约的5篇专稿。

如此强烈的学术色彩让一些人很

欣喜，如中国传媒大学 2014 级动画艺术

学在读博士生刘书亮。“作为竞赛单元

的入围作者参加第二届深圳独立动画

双年展，这可能是今年最让我兴奋的经

历之一。”从深圳回京两天后，他就在自

己创办的微信公众号“动画学术趴”推

送了一篇名为《动画的当代艺术语境与

元影像》的文章，描述他在本届双年展

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他将该文称为“一

次独立的节展观察与学术批评”。

“双年展针对的不是传统或主流动

画，而是在当代艺术作品语境下探讨动

画作品，这正是其魅力所在。”刘书亮说。

12月 9日，出品过《怪物史瑞克》、《功夫熊猫》和《马达加斯加》系列的美国

梦工厂动画（DreamWorks Animation SKG Inc.）称，计划在亚洲 19个国家或地

区开设自己专属的电视频道，借此拓展亚洲业务，预计 2015年下半年能够与

观众见面，但未包括中国大陆。

梦工厂电视频道将播放该公司制作的新节目，多数是旗下经典形象拍摄

的动画剧集，如《驯龙高手》电视动画版，从《怪物史瑞克》衍生出来的《穿靴子

的猫》等。梦工厂定下的初期目标市场是韩国、马来西亚，此外，中国台湾地

区、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新加坡、印尼、文

莱、斯里兰卡、尼泊尔、蒙古、帕劳和塔希提都将布局。

梦工厂动画表示，目前已有超过2000小时的节目可供播放，还有超过1200个

时长半小时的动画片正在制作当中。梦工厂在亚洲已建立了稳固的根基，包括

2016年将在上海开幕的主题公园、与中国投资者合办的电影制作公司东方梦工厂。

但是，公司旗下DreamWorks International TV负责人埃里克·爱伦伯格表

示，至少在初始阶段，公司的目标市场不包括中国大陆这个亚洲头号巨人，理

由是中国大陆付费电视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他说，该频道是否会有广告要取

决于各个市场的具体情况。总部设在新加坡的 HBO Asia将负责发行、市场营

销和技术服务。 （来源：Mtime时光网）

（舒 弥 整理）

DC漫画英雄“致敬”经典电影海报

创建于1934年的美国

漫画巨头DC漫画不久前宣

布，其2015 年 3 月的漫画

封面将会向 100年来的经

典电影致敬。12月中旬，

多家媒体公布了这些根据

经典电影海报制作的 DC

漫画封面，总共22张。

DC 漫画这次的致敬

对象均为好莱坞电影史上

的经典，包括《乱世佳人》、

《人鱼童话》、《变相怪杰》、

《西北偏北》、《2001太空漫游》、《阿比阿弟的冒险》、《火星人玩转地球》等。有趣

的是，这些电影大多数来自 DC漫画的新东家华纳兄弟，剩下的除了《哈利·波

特》、《魔力麦克》和《300勇士》之外，均来自20世纪福克斯。 （来源：游侠网）

梦工厂动画将在亚洲拓展收费电视频道

万达“汉秀” 绽放武汉
蔡 萌

观众聚集在许哲瑜的 5 屏录像装置作品前，稍远处，是周啸虎的 8 屏动画录像和

雕塑装置作品。

闪电侠版《西北偏北》

梦工厂动画旗下四大经典形象功夫熊猫、史瑞克、马达加斯加和驯龙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