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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脚下赴《大鼻子情圣》之约

铃木忠志的中国舞台

□□ 本报记者 鲁娜

从日本的小村庄利贺到中国的浙

江古镇乌镇、北京古北水镇，1767 公

里，国际戏剧大师铃木忠志一路踏步

而来。近日，铃木忠志携SCOT剧团再

次登上古北水镇长城剧场，以天地为

幕，以群山和司马台长城为背景，对情

圣西哈诺的故事《大鼻子情圣》进行

“铃木式”全新演绎。

作为乌镇景区的设计者、规划师

以及乌镇戏剧节发起人，陈向宏在京

郊建造了一座北方水镇——司马台长

城脚下的古北水镇。2015 年端午，陈

向宏将长城剧场带到了铃木忠志面

前。此后，这一剧场和铃木忠志每年

都会开展一次以戏剧之名的约会，这

个长城脚下的露天剧场，也因此成为

铃木忠志重要的中国舞台。

缘起乌镇的不解之缘

长城剧场位于古北水镇山顶，背

靠群山簇拥下的长城，在原有的山坳

地形上，垒砌石块搭建仿长城的舞台

和环形的观众席，颇有古希腊剧场的

味道。“晚上演出时，远处山峦蜿蜒的

长城被灯光点亮，此时长城仿佛是剧

场的一个道具。”铃木忠志说。

早在2014年，铃木忠志便作为第二

届乌镇戏剧节的特邀嘉宾来乌镇观

摩。铃木忠志由此成了乌镇戏剧节的

常客，也与陈向宏结下了不解之缘。那

一年，陈向宏接受铃木忠志的建议，在

司马台长城脚下修建了长城露天剧场。

对于露天演出，铃木忠志一直有

着丰富的经验。由他一手建造的日本

富山县利贺村戏剧聚落，因其发起的

利贺戏剧节而闻名世界。2015 年端

午，陈向宏将初步建成的长城剧场带

到了铃木忠志的眼前。

观众席上杂草丛生，还有铁块暴

露在建筑外的痕迹，铃木忠志后来回

忆，那和施工现场一样。但这并不妨

碍这座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剧场对他的

吸引力。几乎整整一天，铃木忠志都

独自待在剧场，在空山旷野间，他感觉

到一股“野性”的力量。

在当代戏剧舞台上，铃木忠志以

其独特的“铃木演员训练法”著称。其

戏剧带有强烈的“铃木式”特色，而在

题材和演出地上，他格外偏爱古希腊

的剧本和剧场。和利贺多个剧场一

样，铃木忠志认为，露天的长城剧场虽

然不像古希腊的露天剧场有宗教上的

意义，但以群山和司马台长城为背景，

有历史和野性的力量。

“剧场建设水平的高低，其实在于

剧场能否引发创作者或观众的思考，

是否具有唯一性。长城剧场在我眼中

可以说领先世界很多剧场几百年，可

以与古希腊剧场相媲美。”铃木忠志对

陈向宏的设计的赞叹不已。他决定，

要在这个“晚年看到的具有创作欲望

的剧场”演一出古希腊话剧。

连续3年的舞台之约

第一次演出时，由于已临近 10 月

底，当时的长城剧场入夜后十分寒冷，

演出时喘气都带有白气，这成为铃木

忠志深刻的记忆。

2015年 10月，铃木忠志带着他的

力作《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古北水镇长

城剧场进行演出。此后，铃木忠志每

年都会带话剧来此演出。2016 年，铃

木忠志再次回到古北水镇，带来一悲

一喜两部作品《厄勒克特拉》与《咔哧

咔哧山》，让铃木迷大呼过瘾。

今年秋天，78岁的铃木忠志携《大

鼻子情圣》再次如约而至，连续两个晚

上演出，场场爆满。“长城这边空气好，

就是很冷。”铃木忠志坐在剧场旁边的

一栋木屋里，一如既往地打趣着古北

水镇的昼夜温差。

“希腊人爱英雄，英国人爱莎翁，法

国人爱‘大鼻子’”。铃木忠志总结。《大

鼻子情圣》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斯丹的经

典浪漫爱情悲剧，诗人、军官西哈诺有

着异于常人的大鼻子，喜欢上了自己的

表妹罗姗妮，然而不敢表白，后者还将

自己喜欢上卫兵克里斯蒂安的事情告

诉了他。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慕，西哈诺

替克里斯蒂安给罗姗妮写情书，促成表

妹的姻缘，自己则始终隐身幕后，直到

临终才向表妹吐露真情。

这个在法国妇孺皆知的人物曾先后

8次被搬上银幕。铃木忠志的独特诠释，

也让该版本成为铃木忠志的代表作品之

一。“与利贺表演版本不同的是，由于消

防等原因，长城剧场在演出时无法实现

下雪、放烟花等场景，还十分寒冷，但喜

欢我的观众会来这里。”铃木忠志说。

一个在山里盖房子的大爷

利贺这个老龄化严重、人口迅速

减少的村庄，因为戏剧而得以保留至

今 并 扬 名 天 下 。 消 逝 的 村 庄 不 再 消

逝，反而生长出新的生命。

铃木忠志 1966 年从日本早稻田

大学毕业后开始涉入戏剧舞台，并小

有成就。但在以盈利为中心的都市

剧场中，他觉得艺术受到盈利规则的

限制，因此想要创造一个完全为艺术

而生的天地。1976 年，铃木忠志带着

剧团离开东京，来到深山环绕中的利

贺村。

他与建筑师矶崎新合作，在山中

空地上建立起一个以剧场为中心的艺

术群落——利贺艺术公园，包括多个

剧场、排练空间、办公室、住所及用餐

空间。“其中两个剧场就是露天的，有

山有水。”铃木忠志后来又创建了铃木

利贺剧团。1982 年，他发起了日本国

际性戏剧节——利贺戏剧节。

这个曾经不足600人的小村庄，如

今因每年夏天举办的利贺戏剧节会集

全球戏剧人，每年有 1 万余人前来学

习。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先坐飞机再

坐大巴，在山路上盘旋三四个小时，翻

山越岭会聚于此。坐在露天剧场里，

看那些在月光、山色和湖水甚至在稻

草屋顶和原木柱梁间演绎的戏剧。

“今年共有来自 23个国家的戏剧

爱好者来到利贺学习。”铃木忠志介

绍。吸引全球戏剧爱好者前来的，不

仅仅是利贺的戏剧氛围，更是铃木忠

志独创的“铃木演员训练法”。该训练

法曾风靡美国、俄罗斯，近年来也在中

国受到欢迎。

铃木忠志注重演员的下半身运

动，演员以滑步、跺步、碎步等方式大

幅度移动身体，同时练习发音。“我在

古希腊露天剧场导戏，有容纳1万人和

3000人的剧场，不用麦克风，声音依然

能传到最后一排。”铃木忠志说。

在这个过程中，铃木忠志对演员

要求极为严格，对细微的动作、身体重

心的位置都有明确标准，并反复训

练。除了严苛的训练、排练、演出，团

里的成员还要进行一系列工作，如做

饭、清扫、接待客人、戏剧节期间的观

众引导、商品售卖等。就这样，在东京

人称为“比莫斯科还要远的”利贺，铃

木忠志建造了一处戏剧“桃花源”。

一个古镇剧场的前路

文化旅游景区的露天剧场并不少

见 ，围 绕 露 天 剧 场 的 演 出 也 层 出 不

穷。但每年只上演几场戏剧的露天剧

场在国内还十分罕见。

去年，铃木忠志将其独特的“铃木

演员训练法”带入中国，在古北水镇艺

术塾亲自授课，铃木方法演员训练营

第一期应运而生。今年，铃木忠志再

次来到长城剧场，开办铃木方法演员

训练营第二期。据介绍，古北水镇艺

术塾旨在为中国年轻的戏剧学员提供

一个与国际戏剧大师交流学习的机

会，继承和创新戏剧文化。相比在利

贺的表演培训大多由优秀学生来代

课，本次在中国的两期训练营均由铃

木忠志亲自授课，比较难得。

借由戏剧培训、剧场等业态，铃木

忠志也在思考长城剧场的前路。记者

了解到，文化旅游景区内的剧场一般

是作为旅游演出的场地，特别是露天

剧场，大都作为景区实景演出的表演

场地。但长城剧场并非如此，除了铃

木忠志每年一次的戏剧之约外，该剧

场更多是作为会议场地，为第三方提

供发布会场地。

对比之下，铃木忠志认为，利贺已

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戏剧产业链，包

括剧团、剧场、培训等，剧团收入能支

撑产业运转，而培训也形成了良好的

循环。“利贺的发展轨迹，能为中国很

多地区发展戏剧经济提供借鉴。”如

今，长城剧场通过持续建设，已经拥有

一个剧场、两个排练厅，还在剧场旁边

建起了长城小院，让铃木忠志可以在

演出结束后小酌和休息。

在铃木忠志看来，不同于乌镇每

年一次乌镇戏剧节的戏剧集中展示，

古北水镇更适合作为戏剧孵化基地，

当然要往这一方向发展，需要建立起

戏剧学校、成立剧团，形成戏剧聚集

地，前路将充满困难。

□□ 特约撰稿 原业伟

数字出版转型 APP成风潮

APP 是出版机构进军新媒体的

“两微一端”中的客户端，而且在这“两

微一端”中投入大，运营难度也高。相

比微信、微博，开发APP有其特定的优

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出版业数字转

型的大势所趋。例如，近日中国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其募集资金到位

后，将投入 12个项目，其中至少 6个项

目涉及APP或以APP作为主要平台。

出版机构的数字出版转型选择

APP作为载体，有很多考量因素。首

先，在PC端网站逐渐被移动端取代的

今日，APP的功能更全面，可以将 PC

网站的大部分内容搬到移动端。这符

合习惯于PC端的用户需求，也便于出

版机构内容的积累。APP是移动端较

能“撑门面”的运营模式，也是较能代表

一家出版机构的移动客户端。

其次，APP 可以更方便地实现电

子书的销售和展示，尤其是有声书、多

媒体形态的电子书。对于纸书销售，

可展示的图书远远多于微信售书的方

式。而且读者查阅、找书更方便。因

此，很多 APP 选择销售纸书和电子

书：中华书局、爱花城（花城出版社）等

APP销售本社图书；而咪咕中信书店、

中版书城等 APP 从诞生之日起就定

位为综合售书平台，销售多家出版社

的图书。

再次，APP可以作为线上社区，实

现编辑与读者、作者之间的互动，便于

组织各种线上和线下活动，从活动中获

得收益。

此外，APP 还可以实现在线辞典

（例如《新华字典》）、游戏（例如少儿社

的一些产品）、专利注册和申请（例如专

利通）、导游导览（例如掌上故宫）等功

能，而这些功能都有盈利可能。可以

说，有了智能手机，尤其有了 APP 之

后，游戏机、电子辞典等硬件设备将会

逐渐消失，这实际上降低了出版机构进

入数字出版领域的技术门槛。

虽然APP有以上这些不可替代的

优势，但出版机构开发APP，相对于微

信、微博来说难度更大。一个图文并茂

的APP可能有100兆以上，而且需要登

录注册等手续，所以一般适用于经常使

用的用户人群。偶尔使用的用户，不会

下载APP。这就需要出版机构经常更

新，有较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其后期的

维护投入远远大于微信公众号的投入。

更无奈的是，目前在线市场盗版

现象并没有杜绝，如《新华字典》、各种

词典、畅销小说等，有大量 APP 能提

供免费资源，这就影响了正版 APP的

市场，版权成为出版社开发 APP之路

上的问题。

百舸争流 谁能拔得头筹

毋庸讳言，和很多数字产品一样，

APP的开发也有很多“半途而废”或者

中途转型的情况。有的出版机构开始

雄心勃勃开发 APP，后来发现收益不

足以支撑运营成本，APP就停止更新，

转为微信或其他方式。也有的出版机

构的 APP是由成熟的 PC端社区平台

转型而来，事先就有长期的用户积累，

到了移动端用户依旧活跃。

虽然各出版机构运作模式不同、内

容各异，但数字出版有很多共通之处。

这些出版机构 APP的经验或教训，都

值得其他机构深入研究。按照出版机

构开发 APP的初衷，可以大致将这些

APP分为六类，类别不同，每一类APP

的开发注意点也不相同。

一 类 是 销 售 电 子 书 和 纸 书 的

APP。如中华书局、中信书院、广西师

大社等 APP中，电子书提供富媒体形

式，包括听书等多种形态，让纸书增

值。有的也提供当当、京东等图书电商

的链接，可以直接购买纸书。这种模式

有利于出版机构建立品牌，汇集粉丝。

但一家出版机构的图书比较单一，更新

往往不是很频繁，而 APP又是很占空

间和流量的手机程序，如果不能吸引铁

杆粉丝，很容易就被用户删除。

二类是为一部书、一套书、一位作

者建立的APP。如少年儿童出版社开

发的《十万个为什么》，福建人民出版社

开发的的《公主涂色》，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开发的《毛泽东传》等APP。如果

是为一部书建立的 APP，多半是正版

收费的 APP，采用类似购买电子书的

盈利模式，但如果是一位作家或者一套

系列书，那就需要搭建与读者交流互动

的平台，打造粉丝群体，为后续的图书

出版营造良好的环境。这种模式实际

上是出版机构向服务机构转型的一种

尝试。比如，编辑成为作家的版权代理

人，那么这个 APP就可以成为这位作

家的粉丝聚集地。但这种模式如果不

建立论坛，APP相比微信或其他电子

书模式就没有优势；如果建立论坛，就

要专人维护，费时费力。

三 类 是 为 教 辅 、教 科 书 做 的

APP。如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大学体

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建筑八大

员岗位资格考试”等APP，这其实是教

材教辅的升值版。因为教材教辅本身

有固定的市场，这类 APP也就有与之

绑定的盈利模式。这类APP是纸质教

材教辅向在线教育过渡的产品，可以弥

补纸质教材教辅授课方式单一的不足，

而且习题可以反复练习，有助于考生

（读者）取得好成绩。而且出版机构可

以将纸质书的习题答案纳入 APP中，

只有正版书可以下载答案，这样可以打

击盗版。

四类是为出版机构的上级机关单

位开发的APP。一般是机关单位下属

的 出 版 机 构 ，为 上 级 单 位 开 发 的

APP。例如石油工业出版社的“中油

书店”、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科普中国”

和“科猫”、故宫出版社的“掌上故宫”

等 APP。这些 APP 其实是大型国企

新媒体营销整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虽然这些 APP不直接面对市场，

但也要考虑上级单位、同级单位乃至

用户的多种需求，比如中油书店要考

虑石油行业员工的真实需求，掌上故

宫要考虑故宫游客的需求，科普中国

和科猫要考虑科普工作者和普通读

者、用户的不同需求，开发难度并不比

面向市场的APP小。

五类是与出版业外的其他单位合

作的APP。如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与

多家医院联合研发的“随糖”APP，专门

协助糖尿病医生精准、高效、高质量管

理更多患者，提供药品代购、医疗器械

商城等。这类APP与上一种的不同之

处在于，出版社与合作方并无隶属关

系，所以出版人要与自己的服务对象建

立信任关系，这也是出版机构转型成为

服务机构的更进一步尝试。

六类是辞书APP。如商务印书馆

的《新华字典》、地质出版社的《俄汉地

质辞典》等APP，《新华字典》收费版40

元，《俄汉地质辞典》收费版 25元。据

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英汉大词典》

APP也将在近期上线。辞书APP首先

面对的竞争对手是盗版的各类在线字

典、词典。目前 APP上用“新华字典”

作为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很多APP，

大多数没有经过出版社授权，算是打擦

边球。其次面对的对手是搜索引擎、百

科类网站等，出版物的内容权威而精

准，但网上内容博大芜杂。所以辞书

APP必须做出自己的专业特色才能有

市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英汉大词

典》以前与电子辞典合作，成功地获得

了可观的收入。现在该社将硬件上取

得的经验转移到 APP上，希望能复制

这样的成功。

出版机构出版机构APPAPP：：在在““互联网互联网++””时代时代迎难而上迎难而上

近年来，出版机构开发APP已成为其进军新媒体的重点攻坚领域。今年6月上线的《新华字典》APP，就因为收费查字和

40元的定价引发热议。相比注册便捷的微信、微博，APP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都比较高。出版机构投资APP项目也就比较谨

慎。但实际上找到可靠的盈利模式并实现收支平衡的APP并不多。很多APP上线的时候轰轰烈烈，几年后就无疾而终了。

这些出版机构APP项目的经验或教训有很多共通之处，值得深入研究。

《大鼻子情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