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日至11日，原创实验小剧
场话剧《七日告白》在开发区能达
剧院连演6场。该剧目由中共南
通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办，南通艺术剧院和南通
开发区能达剧院联合出品，邀请
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导演倪超、话
剧版《画皮》编剧卢一鸣等担任主
创，谢馨慧、安一鑫等院内优秀青
年演员演绎，带领观众在舞台上
共寻那一抹浪漫，同时，也通过这
次展演探索南通小剧场话剧的发
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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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舞台展戏剧美学

“假如你发现自己身患重病将
不久于人世，你会选择如何跟自己
的爱人告别？”在小剧场话剧《七日
告白》中，主人公宋渔给出的答案是

“将记忆存储到仿生人身上，帮助她
走出阴霾”。

8 日晚，原创实验小剧场话剧
《七日告白》在能达剧院如约开演，围
绕“人工智能与人类情感”的时代话
题，呈现一出科幻感与浪漫并存的沉
浸剧作，让观众有感而发、有所思考。

直观舞台，三面白色幕布变化移
动，加之不断切换的单色调和光影，
构成“写意化”的舞台空间；静心观
剧，双线叙述结构，同时结合影像、舞
蹈，丰富剧情表达，给人以耳目一新
的剧场视听享受。

“小剧场话剧是比较小众的，强
调先锋性和试验性的艺术表演类型，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在戏剧、话剧作品
之间的艺术电影。如果你是偏爱艺
术电影，或是喜欢看文艺类小说的，
那这部戏将满足你的期待。”导演倪
超介绍说。

演出过程中，当“仿生人”与宋渔
的匹配度越来越高，意味着他的生命
值趋向于无，戏剧冲突迫于眼前，不
禁揪起了在场观众的心。“这部戏所
涵盖的线索有很多，爱情、科技、年轻
人的生存境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等
等，相信每个人看完都会有不同的感
受。”倪超透露，女主角的内心刻画，
其实也反映了多数当代年轻人的心
理状态。

观众邱先生是一名话剧爱好
者。他说：“这部剧和我以往看的话
剧有些差别，它大胆地运用了很多新
的表现形式，有一种观看电影或是歌
舞剧的感觉，特别是在光影的处理和
色调的运用上，让人感受到跨越时空
的氛围。”

演员观众近距离体验

作为南通艺术剧院建院20年来
的首部原创实验小剧场剧目，《七日
告白》的成功首演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时对南通“话剧之乡”品牌建设具
有重要作用。

南通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季杰

表示：“在这个时候创作这部剧，正是
为了弥补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艺术创
作上，特别是话剧创作过程中，小剧
场板块的缺失；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
期待，通过让艺术精品走出去，提升
影响力，从而推动南通话剧事业长
远、可持续发展。”

去年年底，“小剧场话剧”项目正
式启动。今年4月，倪超同编剧卢一
鸣等人走进剧院，开展演员工作坊，
为话剧团演员带来更前沿且专业的
戏剧表演技巧训练，并在把握演员能
力的基础上量身定制了两个话剧题
材供挑选，其中就包含这部科幻色彩
的剧目。“故事的核心讲的还是‘爱与
被爱’，传递给观众‘未来人类应该如
何与科技相处，如何在科技的包围中
保持自我’的讨论。”

尽管故事发生在“近未来”，但剧
中却充满了浓浓的地方风土人情。
南通的滨江、濠河、古巷等特色景点、
建筑，将进一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让人感受直击内心的温暖情愫。

“小剧场离观众很近，所以它的
叙事方式、演员表演，以及带给观众
的启示都更加直接，是一个锻炼演
员、培养观众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季杰说，“4名主演撑起一场戏，两个
半小时，这对他们的挑战是极大的。”
为了调动观众感官神经、推动戏剧迈
向最后的高潮，演员需要确保在台上
的每一秒都是极致的。

女主角巫珊的饰演者谢馨慧坦
言：“小剧场互动性强，与观众的距离
更近，对于演员表演的要求非常高，
但整个排演过程带给我的体验是很
快乐的。虽然这个人物有一定的特
殊性，她的经历跟我本人也有些偏
差，但在学习其他相关影视剧、理清
人物内心线之后，可以有更多灵活的
表演空间，演起来非常痛快。”

观众对这种与舞台更近的表演
方式倍感新鲜。周末赶来看戏的夏
女士表示：“我是第一次看小剧场话
剧。在看到演员走下舞台、戏近在眼
前的时候，给我的观剧体验是更真
实、更有生命力的，也打开了我对这
类剧目的认识。”

擦亮本土小剧场品牌

日前，小剧场话剧《七日告白》的

线上售票通道已经开启。大麦App
显示，首轮6场演出中4场已经售罄，
仅剩的周六、下周一晚的场次余票尚
且充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小剧场
市场发出的积极信号。

倪超说：“从票房情况来看，说明
南通观众很期待这样的文化产品。
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在观看之后，形
成口碑效应，带动身边人甚至更多人
自发地走进剧场观看，在行业内引发
关注。”

南通艺术剧院院长陆益兵认为：
“现在看来确实具有一定的关注度，
但培育一个市场是漫长的，不可能一
蹴而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尝
试、一场挑战，并非要从票房中获取
利润，而是要转变受众的观念，养成
买票看剧的习惯，我觉得这比排演一
部剧本身更重要。”

为此，以小剧场的受众群体为中
心，剧院保留传统柜台售票方式，在
官微、小红书等线上平台推广，并深
入城市咖啡馆、图书馆、高校等年轻
人聚集地进行实物宣发，吸引更多观
众走进剧场。

在开启本地小剧场市场之外，走
出家门、打响南通自己的小剧场话剧
品牌，也是主创团队的目标之一。目
前，剧组正在和国内一流戏剧节的筹
办方积极联系，以期未来在更大舞台
上展现南通小剧场风采。

陆益兵介绍，以此为契机，剧院
还计划打造南通戏剧厂牌——“丹·
剧场”。“‘丹’，一方面是向从南通走
出的人民艺术家赵丹致敬，另一方面
取红色之意，代表着热烈、希望。”据
介绍，“丹·剧场”定位为中国东部以
小剧场创作为方向的青年创作团体，
包含小剧场话剧、歌舞剧、戏曲、舞
剧、音乐剧、融合剧等作品种类。剧
场秉承前瞻、多元、跨界、不失传统的
舞台呈现理念，实现舞台艺术的平民
化、社区化，拉近观众与剧场的距离。

“这是现在在试验性剧目创作
中，尤其是小剧场剧目中，比较普遍
和流行的做法。我们想，将来任何一
个试验性的剧目都可以通过这一厂
牌向外推出，逐步成为业内认可的品
牌，为观众带去更具当代审美气质的
舞台艺术作品。”陆益兵如是说。

本报记者张坚 杨镇潇

原创话剧《七日告白》正在上演

通城小剧场话剧开启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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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南通元素再次登上
‘国家名片’，能够大大提升南通的
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南通、了
解南通，非常难得，很有意义，值得
我们南通人为之骄傲！”昨天凌晨4
点多，邮迷夏先生就在市区邮政大
楼门口排队等待《风筝（三）》特种邮
票发售。

当天上午，《风筝（三）》特种邮
票首发式举行。《风筝（三）》一套四
枚，图案名称分别为金玉满堂、瑞
狮如意、仙鹤童子、葫芦万代。其
中，瑞狮如意正是南通板鹞风筝
图案。

这是继南通博物苑、苏通长江
公路大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之
后，南通代表性元素图案第四次亮
相特种邮票，将南通的城市形象多
频次呈现给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风
筝有不同的称呼，南方称鹞，北方称
鸢，有“南鹞北鸢”之说。南通是南
派风筝的主要产地，板鹞风筝为其
代表作，以独特的造型和独特的哨
口设计和装置而闻名于世。2006
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南通
板鹞风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目录，成为南通一张闪
光的“城市文化名片”。

此前，中国邮政曾于1980年、
1987年发行过两组《风筝》特种邮
票。此次发行的《风筝（三）》特种
邮票中采用的南通板鹞风筝图案，
原型为七连星板鹞风筝，属硬板子
风筝，高2米、宽2米，装置了由葫
芦、毛竹、白果、龙眼制作的100余
个哨口，保留古代风筝“弦响碧空”
的特点，升空后哨声和谐悦耳。风
筝的画面由“瑞狮、八宝如意”图案
组合而成，“瑞狮”寓意着权威、繁
荣、生生不息，“如意”象征着吉祥、
如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板鹞
风筝传承人郭承毅参与了“瑞狮如
意”设计创作。“南通板鹞哨口风
筝是全国唯一的‘会唱歌的风筝’，
其制作技艺的传承保留得最完
善。”他表示，这次南通风筝图案登
上“国家名片”，进一步扩大了非遗
的影响力。

特种邮票的发行选题极其严
格，具有严格的申报审批制度和
规范的发行流程。近年来，国家
每年发行的纪特邮票数量 30 套
左右。

通讯员刘思凡 记者王玮丽

《风筝（三）》
特种邮票昨首发
南通元素四登“国家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