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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洋楼就是《日出》里的那个旅馆呀！”

围观人群中传来惊叹声。站在话剧故事发生背景

地看《日出》，有一种“原景重现”的恍惚感：惠中饭

店楼下，一辆黄包车拉着身穿旗袍的“陈白露”停

下来，跟着她的脚步，时光“穿越”到上世纪，一段

尘封的往事慢慢开启……

今年国庆假期，天津推出“无处不沉浸   打卡

CITY SHOW——戏剧之城国庆文旅活动”，整座

津城化身“戏剧沉浸式大舞台”。第一天，话剧《日

出》在惠中饭店楼下广场的演出意外“出圈”，观众

打卡、拍照上传社交媒体，又吸引了更多人前往。

每一天，演出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日出》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天津创作的经典

话剧。近 90 年，《日出》与天津的故事从没断过，如

今有了新的篇章。

回到“现场”演出
改变了观演关系

国庆假期结束后，话剧《日出》推出常态化演

出。除极端天气，节假日或周末，观众在金街大铜

钱广场会经常遇见“陈白露”。

演员们沉浸其中。“在惠中饭店演陈白露，感

觉很奇妙。”青年演员王知羽说，“太阳升起来了，

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

了……”同是这句陈白露的经典独白，站在故事发

生地和站在剧场内说出来，感觉很不一样。

过去与现在时空交错，戏里和戏外相互凝望。

一幕结束后，演员们回到金街大铜钱广场，站成一

排，面对惠中饭店原建筑深深鞠躬，致敬剧作家

曹禺。

曹禺先生创作这部作品的地方，为沉浸式演

出增加了别样色彩。游客们漫步至此，被这份艺

术体验吸引，身临其境领略曹禺笔下人物跌宕起

伏的命运，回味天津往事与风土人情。

“观演关系变了。”在《日出》中饰演胡四的演

员张一驰感受颇深，“剧场内，观众和演员有一定

的距离，而沉浸式演出打破了‘第四堵墙’，观众和

演员更近了。”

金街大铜钱广场上，观众围成一圈，观看开场

舞。“在剧场内跳舞只用对着一面的观众，而在街

角，演员就要顾及各个角度。”饰演顾八奶奶的演

员许诺说。

    音响直接影响露天演出的效果。第一场演出

并不顺畅，一开始低音效果没出来，高音效果好

时，加上大街上的各种嘈杂声，背景音乐又听不清

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阳当天跟在现场，

不断调整音效，后续的场次又增加了新设备，不同

层次的声音效果才呈现出来。

“现场围的人太多，声音更显重要，把情绪表

现得更饱满、更有穿透力，对戏份不多的演员是考

验。”饰演张乔治的演员何子雨说。

“ 在 这 边 呢 ，快 抓 住 她 ，抓 住 她 ！ 别 让 她 跑

了！”急促紧张的喊声从四面传来，“小东西”瑟瑟

发抖藏在陈白露身后。这些“打手”的声音来自现

场观众。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是沉浸式演出的特色

亮点。不同于剧场内专业演员饰演的地痞打手，

每次配合的观众不一样、声音不一样、位置不一

样，不知道人群中谁是来抓“小东西”的打手，所以

害怕紧张的情绪特别真实，演员根本不用“演”。

一个好故事、一个好地点，结合在一起就是一

个好话题。社交媒体上，由天津市民、游客发布的

《日出》图文视频话题超过 1000 条。以前在天津本

地搜“日出”，显示的是“东疆港看日出”，现在再搜

“日出”，多了“金街沉浸式话剧《日出》”话题。

搬到文化街区演出
激活了历史文化遗产

天津在历史上便是著名的“戏码头”，用文艺

演出带动城市旅游，天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
世纪初，天津便成为南北戏曲交流的重镇，这里的

观众爱戏也懂戏。“山河湖海小洋楼”是天津的旅

游特色，16 个历史文化街区，800 多幢历史风貌建

筑，勾勒独特的津沽风情。这里还是北方曲艺之

乡、中国现代话剧摇篮、京剧和相声的大码头，从

这里走出了李叔同、张彭春、曹禺等文艺家。

    一提到看戏，很多人会想到剧场、座椅、舞台、

红幕布、聚光灯。戏剧家、电影导演彼得·布鲁克

在《空的空间》中写道：“可以把任何一个空的空

间，当作空的舞台。一个人走过空的空间，另一个

人看着，这就已经是戏了。”天津也在尝试打造更

多的“空的空间”，将戏剧从剧场“搬”到景区、街

区、公园。“把演出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让经典、

精品与观众在大街小巷邂逅，高品质文化供给能

够变得可感可知。”李阳说。

今 年 10 月 以 来 ，天 津 陆 续 策 划“ 无 处 不 沉

浸   打 卡 CITY SHOW”“ 邂 逅·天 津   街 角 系

列”活动，在金街大铜钱广场、人民公园、世纪都

会前广场、睦南公园、张园、官银号、天津人艺门

前街角等点位，上演与所在点位背景、氛围相呼

应 的 演 出 ，如 话 剧《日 出》《钗 头 凤》、京 剧《西 厢

记》、评 剧《挂 画》、木 偶 扁 担 戏 片 段《兄 弟 打 虎》

等，让市民和游客“转角遇到艺术”，沉浸式感受

天津城市文化魅力。

“文化演艺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结合点。”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楷夫说，

这些沉浸式演出是用文化演艺拓展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的有益探索。惠中饭店、交通旅馆、劝业场、

原浙江兴业银行，曾被称为近代天津商业“四大金

刚”，是 20 世纪天津最繁华的中心点。街角实景演

出，让当年的“小洋楼”再次进入市民和游客的视

线，帮助今天的人们了解文艺经典产生的那段历

史、那些曾经风云际会的街道。

在天津，不少历史文化遗产在与文化演艺的

联袂中，“活”了起来。张园纪念馆是天津 800 多座

历史风貌建筑之一，依托原有建筑实景布置道具，

融入互动演艺，创新推出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

事》，吸引大量游客。2023 年，文化和旅游部全

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公布首批“沉浸城市故事

会 ”国 家 级 试 点 名 单 ，张 园 纪 念 馆 成 功

入选。

2024 年 11 月下旬，天津又一处历史

文化遗产有了新动态：正在修缮的劝业

场 ，再 次 进 入 公 众 视 野 。 这 座 建 于

1928 年的商业地标，承载着天津近现

代商业发展的历史记忆。未来劝业

场 将 以“ 文 化 体 验 地 标 ”为 核 心 定

位，通过沉浸式演艺、非遗展示与

年轻化互动场景的结合，打造成

为天津新的文化地标。

天津“处处有戏”的故事

被不断续写。               

一个好故事、一个好地点，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好话题——

在天津在天津，，转转角有角有好戏好戏
龚相娟

前不久，导演贾樟柯在

社 交 平 台 上 发 文 表 示 ，“ 在

《风流一代》定档前一天，网

络 上 开 始 有 盗 版 流 出 ”，并

提 出 一 个“ 请 求 ”：“ 大 家 如

果有条件、有兴趣，《风流一

代》的第一次体验还是留给

电影院吧。”

无独有偶，《白夜破晓》

《深 潜》《永 夜 星 河》等 影 视

作 品 上 线 视 频 平 台 仅 3 分

钟 ，便 出 现 大 量 网 盘 盗 版

资 源 和 网 站 侵 权 在 线

传播。

在 当 前 强 调 严 格 保 护

知识产权的背景下，影视盗

版缘何屡禁不止？

著 作 权 保 护 新 老 问 题

交织。维权成本高、判赔金

额低是老大难问题，同时还

面临着侵权行为更隐蔽、传

播更广泛、成本更低廉等传

播 新 技 术 带 来 的 新 问 题 。

以影视作品为例，通过网盘

传播大量盗版资源、对影视

作 品 进 行 切 条 和 直 播 等 不

断“ 翻 新 ”的 侵 犯 著 作 权 方

式 ，给 侵 权 的 取 证 、合 理 使

用 的 认 定 、平 台 责 任 的 认

定，带来极大挑战。

通过版权保护，确保创作者获得应

有的收益，激励创作者不断创作，引导社

会投入创作，是著作权保护的目的。影

视创作投入高、风险大，假如盗版盛行，

创作者无法获得利益回报，必然会严重

损害创作积极性，最终损害

的是公众获得作品、欣赏作

品的利益。

影 视 著 作 权 保 护 涉 及

影 视 内 容 提 供 方 、传 播 方 、

使用方等多方主体，影视盗

版的根治，依赖影视著作权

保 护 生 态 的 总 体 改 善 。 在

现阶段，影视作品传播方的

作 用 尤 为 关 键 。 特 别 是 搜

索 引 擎 、网 盘 、流 媒 体 等 网

络 平 台 ，在 完 善 投 诉 机 制 、

提 高 投 诉 处 理 效 率 的 基 础

上 ，还 应 当 积 极 运 用 大 数

据 、人 工 智 能 等 新 技 术 ，对

侵 权 影 视 内 容 进 行 识 别 和

过滤。

坚 持 不 懈 地 保 护 著 作

权，严保护、快保护，才能做

到“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

影 视 著 作 权 保 护 应 以 繁 荣

文化产业为目标，坚持以系

统思维强化治理，通过强化

行政执法，提高对侵权人的

惩 治 力 度 ，提 升 威 慑 力 ，引

导 相 关 主 体 尊 重 著 作 权 。

在 持 续 开 展 影 视 著 作 权 执

法专项行动基础上，正本清

源，阻断盗版网站和盗版资

源的传播。

当然，全社会形成拒绝盗版、尊重创

作 的 文 化 氛 围 ，需 要 我 们 每 个 人 付 出

努力。

（作者为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

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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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小巷人家》以细致入微的笔

触，透过家庭、邻里、梦想、爱情等多维度叙

事，将情感记忆与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满

目的年代感，满屏的深情，集体情感与时代

脉搏在剧中同频共振。

在《小巷人家》的艺术世界里，时代之

“大”与小巷之“小”存在具体鲜明、富有深

意的辩证关系。时代大潮仿若远方奔涌的

春雷，隐隐作响。高考恢复如破晓曙光，知

青返城似归巢群雁，改革春风悄然拂过家

家户户，旧有观念的坚冰微微松动。黄玲

说，真快啊，再过半年就 80 年代了！宋莹

说：“我对 80 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

吃蛇瓜多吃肉”“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

衣机”。这些朴素的愿望，只能产生在那个

时候。她们站在时代巨变的门槛上，庄、林

两家的儿女们、小巷中的每一个人都满怀

憧 憬 ，迎 来 那 将 要 彻 底 改 变 命 运 的 汹 涌

浪潮。

时代变革为小巷带来新机，新的商品、

新的思潮慢慢渗透进小巷。电话、电视机

等新家电逐渐出现在居民家中，年轻人对

高考、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也日益强烈，这些

都是大时代在小巷中的投影。小巷又保留

着自身的传统与人情。共用厨房设施、互

相分享食物，人们依然遵循邻里互助的模

式。长辈对子女婚姻、教育的重视与干预，

让人看到传统的家庭观念与生活习俗依旧

根深蒂固。

大时代赋予小巷人物追求梦想的可

能。他们开始思考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

关联，如年轻人努力学习，想要改变家庭命

运。在面对家庭矛盾与人生抉择时，他们

既要考虑大背景下的社会规范与发展趋

势，又要顾及小巷邻里的看法和家庭的期

望。大背景与小巷具体环境相互作用、相

互制约，共同塑造了剧中丰富的人物形象、

复杂的情节脉络以及独特的文化氛围，使

这部作品在展现时代变迁的同时，细腻描

绘出小巷生活的烟火气与人性的多面性。

剧中许多喜剧性场面，如宋莹分房、蛇

瓜事件、林栋哲大闹饭馆等，以幽默诙谐的

方式展现了生活的乐趣和人物的乐观。这

些喜剧性场面的背后，也有着生活的无奈

与叹息。喜剧与悲剧的交织，使剧情更加

丰富，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剧中人物之

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推动了剧情的发

展，展现了亲情、爱情和友情。情感纽带的

维系与修复，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人以温暖

与慰藉。

光影的明暗对比，声音的动静对比，色

彩的冷暖搭配，剪辑手法的对比，从主观镜

头到客观镜头的流畅过渡，声画蒙太奇庄

谐转换，在视听层面强化了叙事的情感表

达与氛围营造。艺术家们突破常规思路，

使得艺术手段“一加一大于二”，为观众提

供了更加丰富的艺术感受。累积剪辑的手

法，常让人眼前一亮。剧中，连环画租书摊

上，小栋哲一次一次租书的场景；鹏飞从上

海回家，眉飞色舞地对舅舅舅妈介绍图南

哥哥的女友李佳的“资料”；等等。在通常

使用流畅剪辑的地方，使用累积剪辑，不仅

叙事紧凑、主旨清晰，更是幽默地表现了孩

子们“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心。

《小巷人家》充满艺术辩证法的智慧：

平凡的人物、平常的故事，折射不平常的深

度与光辉。平凡的小巷生活，编织成一幅

绚丽多彩、饱含深情的画卷，细腻展现出生

活的本真与人性的光辉。在高速发展的技

术不断刷新认知的今天，深情的年代令我

们流连忘返，这就是《小巷人家》的艺术光

彩与叙事魅力。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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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小巷人家》热播，观众网

友热议。演戏看戏皆入戏，演的是袅袅炊

烟 、款 款 真 情 ，看 的 是 岁 月 静 好 、心 之

向往。

我在剧中演黄玲，与她相伴、同悲同

喜 ，演 完 后 ，很 长 时 间“ 走 ”不 出 这 个 角

色。喜欢我的观众说，“黄玲像闫妮”，有

静水深流的柔善，也有百转千回的执着。

熟悉我的朋友说，“黄玲不像闫妮”，那突

如其来的爆发、义无反顾的决绝，从未见

过 。 像 我 也 好 ，不 像 我 也 罢 ，我 理 解 、把

握、塑造的黄玲，就是一个把颠簸纠结的

日子过出光亮的母亲、妻子、儿媳和邻家

姐姐。

《小巷人家》的矛盾冲突、喜怒哀乐都

是家长里短。像潺潺溪流溅起的朵朵水

花，经历过的人感同身受，未经历过的人触

及心底。柔情与刚毅、隐忍与爆发、奉献与

收获，永远是生活的颤音，而善有善缘、好

人好报，才是生活的旋律。邻居也好，家人

也罢，用心对待彼此，邻里关系、家庭关系

才更加融洽。一个个“小巷人家”幸福了，

我们的社会大家庭才更美满。观众从剧中

也看到了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共鸣

共情。

通过《小巷人家》，我也学到了很多。

我们的主创队伍很给力。大米老师先写小

说后撰剧本，句句皆细节，段段有场景。张

开宙导演的镜头穿透生活，场场烟火起，帧

帧冷暖情。我和郭晓东、李光洁、蒋欣剧外

是朋友，剧中是“戏搭子”。我们一起体悟

角色、打磨台词、还原情境。与其说饰演别

人，不如说是演自己。现在回味起来，少了

任何一个人的精彩，都不会有小巷人家的

热气腾腾。

参 与《小 巷 人 家》的 演 出 ，是 我 的 幸

运。很多观众对我的最初印象，可能都是

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里的佟湘玉。其实，

遇见佟湘玉之前 ，我已经跑了 10 年的龙

套。但我始终相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

的人，心存热爱、走进生活、不断磨练，演

员才能抓住来之不易的角色，作品才能打

动人心。时刻为下一个角色做好准备，是

演员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

我正在汕头拍摄电影，拍戏之余，也上

网再追追《小巷人家》、追追自己。以绵薄

之力汇聚温暖、传递温情，讲述大家追求美

好生活的故事，是我们的幸福。

《小巷人家》主演闫妮——

与“黄玲”同悲同喜

    12 月 7 日晚，中国国家话剧院新创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首

次与观众见面，国家速滑馆里座无虚席。当莫高窟的菩萨、金刚以

15 米高的“数字之身”望向观众，壁画中的飞天在 7 路威亚悬吊下缓

缓落于舞台，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形成“闭环”，戏剧场域正在延展。

全剧开篇，便向观众抛出问题：99% 的热爱和 1% 的坚守，对人生

意味着什么？常书鸿给出了他的选择：敦煌苦，但“一定要战斗到最

后”“愿为敦煌燃此生”。剧中反复出现的咏叹，唱出了这份人生选

择背后的文化选择：“这个世界有这样一种存在，只有当我们终于认

识，颂扬了十几个世纪的神圣，是顽强的一种审美。”

现场表演、二维动画、3D 特效、视觉影像、即时拍摄……舞台设

置以飞扬的想象力，呈现敦煌之美的历久弥新。剧中，对常书鸿影

响深远的莫高窟第 254 窟《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以群舞与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的独特形式呈现；莫高窟中高达 35.5 米的“北大

像”，作为重要视觉元素亮相。借助新技术，“冰丝带”成为沉浸式体

验中国审美的“敦煌艺术空间”。

“召唤”一词，是《受到召唤·敦煌》的“戏眼”。它既让我们看到

青年演员与传统文化双向奔赴产生的影响力，也让我们看到传统文

化在今天的市场号召力，以及它融入当代人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受到召唤·敦煌》剧照。      
                                  中国国家话剧院供图

来自敦煌的文化“召唤”
王   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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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日出》沉浸式演出现场。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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