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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冷眼

贡水岸边，古樟苍翠。会昌正生长着一城戏梦。

不久前，会昌戏剧小镇暨会昌戏剧季 001 举

行。戏剧季发起人戏剧艺术家赖声川、剧场制作人

丁乃竺与众多嘉宾、观众共同领略了戏剧魅力。第

100 场专属版《宝岛一村》、富有本地特色的采茶歌

舞版《暗恋桃花源》、专为戏剧小镇创作的《镜花水

月》、香港话剧团《姊妹》等剧目惊艳亮相。据统计，

戏剧季期间，会昌戏剧小镇累计接待游客 119 万人

次，单日最高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

1934年，毛泽东登会昌山写下名句：“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踏遍青

山人未老，风景这边

独好。”今天，记者走

进这片“风景独好”之

地 ，探 寻 其 因 戏“ 出

圈”的文化密码，也回

应大家内心的疑问：

一个偏远的小城，戏

剧能否扎根？一个好

的艺术生态，能否令

会昌“新生”？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我是谁”和“我们能做成什么样子”是摆在戏

剧小镇发起人赖声川面前最紧迫的两个问题。

他用一张会昌古城的老照片，回答了第一个问

题：会昌河流众多，南来的湘江与东来的绵江汇成

贡江直入赣江。“是树，是土，是山，是客家老屋等历

史文化，缔造了会昌的独特，而它们有的已经在时

光里重叠了。我们是谁？我们是我们过去一切的

组合。”

会昌能做成什么样子？赖声川想起了阿什兰

小城。

阿什兰（Ashland），位于美国俄勒冈州南部，一

座人口仅 2.8万的幽静小山城。

1935 年，一个叫安格斯·鲍墨的当地戏剧老师

在这里盖了美国第一座莎士比亚环形剧场，排演戏

剧。这是俄勒冈莎士比亚戏剧节的起点。自 1935
年起，阿什兰每年都举办俄勒冈莎士比亚戏剧节，

每次戏剧节持续 6 个月以上。80 多年过去了，这座

工业小城建有美国西海岸最好的剧院，戏剧节的原

班 人 马 也 成 了 美 国 规 模 最 大 的 专 业 剧 院 演 出 公

司。夏天去小镇看戏，成了旧金山海湾区诸多家庭

的生活习惯。在阿什兰，所有文化经济围绕着戏剧

节开展，举家来此旅行的游客，一个周末便能与 3 部

莎士比亚的戏剧相逢。

会昌县委书记潘金城表示：“会昌县将按照周

周有戏、一年两季、节假日加戏的举办模式，常态化

组织开展戏剧演艺等活动，预计每年演出时间 120
天以上、演出剧目不少于 60部。”

“无中生有，叹为观止”是赖声川的友人对戏剧

小镇的评价。对于赖声川而言，他的梦想是打造一

个戏剧文化创意生态。小镇不断有新戏进来，不断

有新戏上演。“慢慢吸引一些有创意、喜欢戏剧的年

轻人来会昌，把这里当作一个创意、学习、创造的中

心，甚至让他们产生漂在这里的想法。”

如今，赖声川戏剧创意学堂——上剧堂落地小

镇，引导素人从零开始体验戏剧魅力，在戏剧中打

开自己，开发创意潜能。小镇还创办了和声戏剧技

术学院，积极开设全面的剧场技术课程，建造国际

标准的置景、服装实践基地，为完整的戏剧生态输

出更多技术人才。诸多专业团队也为戏剧小镇的

持 续 发 展 贡 献 了 力 量 ：为 小 镇 定 制 话 剧《镜 花 水

月》，设立“小镇环游记”板块，从世界各地遴选难得

一觅的街头表演艺术，启动“小戏”征集计划，设立

“ 艺 术 家 驻 镇 计 划 ”“ 原 创 小 剧 场 剧 目 驻 地 计 划 ”

等。在未来，会昌戏剧小镇还计划合作推出麦浪中

学生戏剧竞赛、儿童戏剧营、大学生戏剧节……

产业可以复制，但文化不能。“我们就是我们，会

昌就是会昌。”赖声川强调：“只有向下扎根，故事才能

继续发生。美国俄勒冈莎士比亚戏剧节和罗马尼亚

锡比乌国际戏剧节都是小镇型戏剧节，我们的戏剧

小镇可以跟它们做一些连结，建立跨越国界、语言和

文化的艺术创作及人才交流网络。戏剧生态比较脆

弱，需要从土壤开始细心呵护，也需要‘光合作用’，

‘会’聚更多的创意、能量、热情。会昌戏剧小镇是独

属会昌的，会昌人民、赣南人民能够认同，给它多一些

呵护和浇灌，让会昌的孩子在戏剧声里长大成人。

大家一起携手，小镇才有真正的未来。”

在设计师黄海为会昌戏剧季做的概念海报上，

写着这样一句话：“戏在身边，好在远。”青山绿水间

的会昌，和任何一个戏剧小镇不同，它古老而青涩，

自由而静谧，是兼具红色、绿色、古色的市井化客家

生活美学地；它又和任何一个戏剧小镇一样，上演

着我们熟悉的人事，追求着更深层的生命意蕴、更

广博的艺术梦想。希望它能不败于时光，也期许时

光能送来一个温柔的答案。

马面裙，又名“马面褶裙”，因其上窄下

宽形似古代城墙中的“马面”而得名。马面

裙前后里外共有四个裙门，外裙门有装饰，

侧面打裥，裙腰多用白色布，以绳或纽固

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服饰，马面

裙造型独特、色彩明亮，显婉约之美，又不

失端庄大气，深受我国古代女子的喜爱。

马面裙在宋代初具雏形，在明清时期甚为

流行。

千年时空轮转，在这个春天，马面裙估

计是最流行的时装了。行走在各大景点、

博物馆、网红打卡地等，一个个着马面裙的

大姑娘小女孩，时时吸引着大众的视线。

据媒体报道，在马面裙的主产地山东

曹县，今年前两个月，销售额接近 5.5 亿元，

许多门店被抢断了货；在浙江嘉兴海宁市

许村镇，一厂家加班加点，还欠客户 3 万多

条马面裙订单……马面裙真的卖“疯”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国风穿在身上，以马

面裙作为春天“战袍”，开启新一年的奋斗

与成长。

曾经中国女性的“旧爱”，为何能站上

时尚的浪尖，成了当下年轻人的“新宠”？

马面裙的设计融合了东方美学，线条

简约，裙摆宽大，行走时如行云流水般飘

逸，与现代女性追求的自由 、洒脱相得益

彰。此外，精湛的刺绣技艺、华丽的丝质面

料，都是马面裙的“先天优势”。怪不得许

多网友笑言，“可以永远相信老祖宗的品

位”“老祖宗的审美一直在线”……

马面裙的火爆也反映了当下年轻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与热爱。新媒体

蓬勃发展，人们热衷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穿搭心得，而随着文化的多元和消费观念

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国风吸引，渐

渐钟情于那些饱含文化积淀的时尚单品。

与国乐、国漫、国潮一起强势崛起的，还有

汉服、格格服等古风穿搭。其中，马面裙便

凭借独特的外形和深厚的内涵，吸引了大

量粉丝的关注，并在时尚博主和明星偶像

的“种草”带动下，迅速流行开来。

马面裙的“出圈”，不仅是一种时尚潮

流的体现，更是一种文化的复苏与回响，离

不开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认

识与高度认同，也离不开网络社交平台的

多方推动、市场应对消费需求转变的敏锐

探索、文化多元背景下的审美包容等多重

外因。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放眼全球，中

华文明为何能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

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原因定然

有多重，但最重要的当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始终不曾丢失。时代更迭，历经千

年创造和沿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已

成为基因嵌入民族的骨髓、化作血脉跃动

于国人的心跳。马面裙的流行，其实也揭

示了文化流传的新密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并非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它可以与我们

的生活紧密相连、水乳交融。”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起来，其实

也是让我们的生活美起来。书法家自豪率

性地泼墨挥毫，农民伯伯一边抡着锄头一

边哼唱地方山歌小戏，都市青年用手机点

了 份 南 昌 炒 粉 加 瓦 罐 汤 当 作 加 班“ 犒

赏”……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融入我

们的日常生活，才能让它在现代社会中焕

发新的光彩。

有了传承，还要有开拓。当下走出国

门，频频亮相世界顶级时装走秀的马面裙，

也并非完全复刻古代款式，而是在保留经

典元素的同时，与现代审美结合推陈出新，

既古典又时尚。

在 全 球 化 浪 潮 下 ，文 化 交 流 成 为 常

态。处理好传统与时代关系，从历史中开

辟未来，从继承中创新当下，一直是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刷玉玺（公交

卡）乘地铁，穿汉服逛步行街，琵琶与钢琴

合奏，中国神话赋能动画电影高飞……期

待更多的中国风元素，晋升为世界文化中

的“顶流”。

马面裙
为何火了？

□ 杨晓杰

□ 郭 钦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颖

所到之处皆有所到之处皆有戏戏

戏梦会昌戏梦会昌

会昌因戏“出圈”，很大程度源于赖声川的“寻根”。

“1947 年，我父亲从这里走出去就没有回来过。做儿子的，总

希望可以替他走完这段回家的路。”1996 年，赖声川和哥哥踏上了

寻亲之路。自 2015 年起，他每年带一部戏到会昌演出，想“看看十

年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2017 年，会昌县委、县政府与赖声川

合作打造占地 128.3亩的会昌戏剧小镇。

踏进这个小镇，就像步入了一场戏剧之梦。“你说怪不怪，站

在马路对面都没那回事，但一进来，戏在这园子里就很合理。”“80
后”梁先生是土生土长的会昌人，对赖家老屋旁的广场印象很深。

“西北街那面墙上的野枸杞，到了夏天，小灯笼似的爬满墙……”

在赖声川的好友、设计师杨维桢的设计理念里，戏剧小镇应

该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以赖家老屋为起点，打造极具“戏感”

的街区风貌：印刷厂改造成会剧场、老宗祠修葺成园林剧场、街屋

改建成实验剧场，保留原有植物样貌的开放式有容广场、赖家老

屋广场、三角广场……被守护的不只是建筑，还有像梁先生一样

的会昌人的生命时光与记忆。

夜色渐浓，有容广场上出现了几个高高的白色身影，在人群

中格外显眼。他们是来自法国的著名的 Compagnie des Quidams
（匿名者剧团），在极富节奏感的音乐中，给观众表演《Herbert's
Dream（黑夜中的梦幻奇遇）》。他们摇摇晃晃地挪动着步伐，笨拙

又空灵。他们悄悄用眼神与周遭交流，不时张开双臂与周围的观

众互动。广场中心有颗被纱布包裹的神秘球体，瞬间被点亮，缓

缓升起，散发出暖黄色的光，照在每个翘首观看的观众脸上。此

时，文清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着统一的园服，列着“开火车”的长

长队形，小手紧紧抓住前面同学的书包，一个个仰起小脑袋，眼睛

睁得大大的，观望着这些异域演奏家们。文清实验幼儿园的黄老

师告诉记者，他们刚带领孩子们看完一场儿童剧：“可别小瞧了孩

子们的专注力，在感兴趣的舞台面前，他们是最乖的观众。”

“剧场的魅力在于它的现场性。”在仅能容纳百余名观众的小

剧场看一场戏，观众便不难对赖声川的这句话产生共鸣。晚上 8
点，实验剧场内，独角戏《寻找企鹅的夜晚》正在上演。台上台下

的边界被打破了，观众能直接和主演白倬铭交换眼神，甚至能闻

到他正在啃着的肉包子的香气，演员的魅力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

释放，观众不由自主地被白倬铭带进了这段寻找丢失的企鹅的奇

妙之旅。演出结束，观众的心却还未平静下来：“我找到了企鹅的

脚印，自认为清楚地抓住了编剧所要传达的点”“企鹅每时每刻都

可能出现在我们心里，但是它改变不了我们”“剧作看似平静松弛

又暗潮汹涌”“这部剧让人去寻找真正的自己”……演出后的分享

环节，近半数观众留下来，与主创热烈讨论。

会昌博物馆与赖家老屋、大小剧场错落分布，每走一步都能

感受到文艺气息与乡情味道恰到好处的交融。温暖的午后，镇上

的老人并排坐在榕树下，或唠唠家常，或聚精会神地观看广场上

的演出。孩子们则在家人的看护下，摆弄着广场上的翅膀装置和

舞台道具模型。

走出会昌博物馆，信箱墙旁传来一阵阵咯咯的儿童笑声。挤进

人群，只见木偶人茶馆小二娴熟地表演茶艺，投茶、泡水、出汤……澳

门怪老树剧团带来的木偶剧《周记茶馆》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

球。这一刻，围观的看客俨然成了这场戏剧表演中的一部分，和

谐且美妙。

自戏剧季 001 开幕以来，在小镇上演的精彩戏剧还有很多。

优人神鼓以赖家老屋外墙为幕，呈现了力量与隐忍交融、震撼人

心的《金刚心》，广场上的“小镇环游记”，赖氏藏书楼的古宅读剧，

排练厅的话剧小戏……在戏剧小镇的各个角落，随时随地能体验

到戏剧的魅力。

小镇入口处，有棵 300 多岁的古榕树，满目苍翠，

见证着会昌的前世今生。不远处，是另一棵参天古

榕，拥抱着每位访客。赖声川给它们起名“智榕”“慧

榕”。

古榕树后方有栋古色古香的建筑——会昌博物

馆。一楼，讲述着千百年来的会昌故事；二楼，“剧相

人生——赖声川创作艺术展”以特殊的交流方式，建

立起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精神互通。进入展厅，一

张张铺满密密麻麻笔记的创作手稿，向游客讲述着

一部戏如何从无到有，经典剧目《暗恋桃花源》《宝岛

一村》等主要舞台实景、道具再现，让游客走进了“眷

村 99 号”，又或忽逢一片桃花林，仿佛自己已是剧中

人。

也可以去会剧场“赖声川大讲堂”，听艺术家讲

述他的创作世界。大讲堂上，赖声川分享了他最喜

欢的一张工作照——在会昌县妇幼保健院门诊大

厅，打着点滴的大人和小孩一脸专注地望着两个穿

绿色上衣的演员表演。这是“小镇环游记”的演出团

队之一触感实验室公演时的一幕。“工作人员告诉

我，演出箱子打开的一瞬间，周围的人都放下了手

机，沉浸在演出中。尤其是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

着，一瞬间仿佛忘记了身体的不适。”在《做翅膀的

人》这场戏中，孩子们收获的不只是一场戏剧的白日

梦，也许还有在未来某个节点改变一生的魔法。

“当采茶戏里的乡音在《暗恋桃花源》的舞台响

起，我的眼眶湿润了。”出生于会昌的“95 后”调音师

朱忱整个戏剧季都在“盯现场”。她就读于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毕业时恰逢上海上剧场定

向招收会昌籍员工，朱忱抓住机遇应聘，并且一干就

是七八年。会昌戏剧小镇启动时，已成长为一名专

业舞台调音师的朱忱告别上海，回到家乡。“我想把

剧场的理念和文化带回老家”，做着自己喜爱的戏剧

工作，还可以陪伴家人，朱忱对未来信心满满。

张易是江西科技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的表演教

师。3 年前，张易在乌镇戏剧节现场与赖声川团队建

立了联系。“当时想着如果能在家乡为自己热爱的戏

剧做点事情该是多么幸福！”戏剧季期间，张易组织

学生在戏剧小镇做志愿者。他们白天穿梭于各个剧

场 维 护 秩 序 、看 戏 、拍 照 片 ，晚 上 散 戏 后 推 发 公 众

号。“小镇就像个梦工厂，里面有很多值得深挖的东

西，非常动人，比如黄海老师提倡的‘点亮’理念，能

让人静下心来的古宅读剧项目……去年我下定决心

要去外面看看，如今来了这儿，没想到梦可以离自己

这么近，希望未来我也会有作品在小镇呈现。”

在会昌，像朱忱、张易这样年轻的“戏中人”还有

很多。因为戏剧小镇，他们找到了内心的那只“企

鹅”。他们不慌不忙，一步步迈向光亮处。

家门口的戏剧小镇，吸引年轻人回来了，也让本

地人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参与热情。70 的爷爷担

心着小镇里的两棵古榕树会被白蚁侵害，在大礼堂

里与几百名观众交流“要用专门的药细心照顾，冬天

不能多浇水……”

戏剧小镇似乎成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本地

人看见了外面的世界，而外地人则看见了不一样的

会昌。

游客和观众，本就是戏剧的一部分。在上剧场

工作人员、台湾女孩周雅雯看来，会昌戏剧小镇非常

有人情味。令大学生志愿者方雨晗印象最深的，是

“淳朴，诚恳，十分可爱”的会昌老人。随着众多海外

剧团涌入，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这座地缘不

占优势的赣南小城。剧场门口，本地老人会向方雨

晗“求教”：“那个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我以前从

来没见过外国人耶。”被关注到的加拿大籍记者中文

流利，立刻搭上了腔：“非常有幸成为您认识的第一

个‘ 老 外 ’，咱 们 合 张 影 留 念 吧 。”老 人 一 听 ，乐 了 ：

“嘿，你普通话比我强啊……”

法国高跷演员观摩《周记茶馆》时，来自澳门科

技大学表演系的古老师热心地为他做起了临时翻

译。为了答谢这份来自陌生爱戏人的善意，法国小

哥掏出了绘画本，倚着小镇牌坊前的旧石墩顺势坐

下，不出一刻钟，“古老师”的素描形象跃然纸上。

台上台下皆是戏中人。

都是戏中人都是戏中人

会昌戏剧好在会昌戏剧好在““远远””

会昌戏剧小镇海报。

赖声川新戏《镜花水月》剧照。

在会昌戏剧小镇，好戏轮番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