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来林兆华
坐镇东坡剧院艺术总监

印象里，东坡剧院几乎没有上演过任何

戏剧类的剧目。

那么，首演剧目《白蛇》的阵容是否意味

着，今后东坡的运营和文化定位将和过去完

全不同？

刚上任一年的东坡剧院总经理刘洋告诉

钱报记者：“未来的运营方向，希望能重塑杭

州人心中的文化圣地。以戏剧、舞剧、多种类

舞台艺术类，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高品质演

出为主。”她本身是国家话剧院的一位演员，

这三四年一直在搞幕后制作。

最重磅的是，林兆华将成为东坡剧院的

艺术总监。

目前剧场正在做最后的改建，包括外立

面在内全部重建。原来有1200个座位，现在

全部拆除，回归到一个专业性、多功能性剧

场，目前共有1030座。“以后将是一个标准的

大剧场，可以完成各种类型的演出，包括目前

很流行的沉浸式戏剧。”

《白蛇》成驻场剧目
杭州人外国人都会喜欢

《白蛇》的首轮演出时间是10月1日~12

月 31 日，也就是说，这部剧将作为东坡剧院

的驻场剧目。

一个西湖边的剧场，选择杭州传统题材

《白蛇传》的故事作为驻场，在意料之中。不

过，目前官方介绍中，《白蛇》前还有个长长的

前缀：沉浸式新魔幻中国风轻歌舞剧。

刘洋说，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完全成型的

同类型的舞台剧，这种形式跟传统的歌舞剧、

音乐剧都不一样，将以多媒体和现代科技结

合为舞台呈现基础，又结合了传统舞台艺术

表达的形式。

剧本也是全新的，编剧为杨浥堃。2014

年，她的作品《跳墙》入围第二届乌镇戏剧节

“青年竞演”单元并获“小镇奖”最佳戏剧奖，

于2015年夏季赴法国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

2016 年获得第三十届田汉戏剧奖一等奖。

2016 年的作品《五脊六兽》为上海国际艺术

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的委约创作，并凭

该 剧 入 围

“新京报 2016 年度新

锐戏剧人”。

至于演员方面，刘洋说，杭州首演会推出

明星版，目前已经在北京排练，“是很多年轻

人喜欢的年轻演员，明星版会不定期回杭州

演。”

同时，《白蛇》也会在杭州招募当地演员，目

前招募已经启动，9月初将在杭州进行面试。

“湖滨地区只有这么一个舞台类剧场，它

的位置太特殊了，就在西湖旁边。而杭州是

一个有文化深度和内涵的城市，又走在科技

前沿，如果选择一个现代剧目或者是太概念

化的戏，对东坡剧院有情感的杭州人肯定会

觉得有缺失。所以，我们最后选了《白蛇传》，

故事就发生在西湖边，扎根本土文化，同时又

具备国际性，外国人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刘洋说，《白蛇》不会一直驻场，驻场剧目

将会不定期更新。而东坡剧院也将和林兆华

戏剧工作室长期合作，“东坡剧院会是一个拥

有自己创作团队的全新剧院。”

西湖边，有好几个老杭州都知道的文艺地标，

比如已经消失的西湖电影院，还有现在的胜

利剧院，还有东坡路上的杭州东坡剧院。

一说到东坡剧院，很多人先想到的是

“金海岸”东坡大舞台。这曾经是全国第一

家全新剧院式的演艺大舞台，10 年前就连

上海人都要赶来这里看演出。

不过，“金海岸”已经悄咪咪离开东坡剧

院三年了。从今年3月份开始，东坡剧院一

直在停业装修，杭州演艺集团也在为旗下这

座文艺地标寻找更合适的定位。

新消息来了，东坡剧院将于 10 月 1 日

重新开业，首演剧目非常西湖——《白蛇》，

它将配合东坡路步行街在今年国庆期间正

式亮相。

主创有艺术总监“大导”林兆华、导演

林熙越、视觉总监谭韶远、舞蹈总监王媛媛。

简直是神仙阵容。

它曾经是杭州人都熟悉的“金海岸”，也是离西湖最近的剧院

10月将全新亮相，《白蛇》成首个驻场剧目

东坡剧院归来，请了林兆华当艺术总监

它曾经是杭州人都熟悉的“金海岸”，也是离西湖最近的剧院

10月将全新亮相，《白蛇》成首个驻场剧目

东坡剧院归来，请了林兆华当艺术总监
本报记者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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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本报讯 浙江，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文渊悠久、文脉深广、文气充沛。5月5日起，

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政协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的“浙江文化印记”征集

活动正式开启。

本次评选旨在更好地发掘、传承、保护和

利用浙江优秀文化资源，总结提炼浙江文化

标记标识，为加快我省“两个高水平”建设凝

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丰润文化滋养和有力

的文化支撑。

对于“浙江文化印记”的定义，浙江省政协

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寿剑刚的解读

是：“在浙江历史上流传久远、影响后世、滋养

人民，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资源。”

此次征集活动中，主办方侧重定义的是

“浙江文化印记”的外延，它包括物质形态和

非物质形态两类，以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化现

象为主，兼顾现当代。

“文化印记包括但不限于浙江省境内遗

址文物、历史事件、思想学派、著作著述、艺术

样式、文化机构、民俗节庆、经典产品、文化地

标等，文化人物不列入此次评选。”寿剑刚说。

本次征集推荐的项目，符合“经典性、地

域性、独特性和传承性”四个要求。也就是

说，这些文化印记当作为浙江优秀文化代表，

历久弥香；同时体现地方文化特色，为当地文

化标记标识；并且它们均生于长于成于浙江，

为浙江独有；在历史长河中，它们将承载文

明、传承文化、滋养后人。

在持续一个月的征集时间里，主办方通

过各市和省级相关部门推荐、社会各界征集，

已初步筛选出 408 个文化印记项目，从中将

择优提出一批能够代表浙江文化特色的浙江

文化印记项目，并精选出一批最能代表浙江

形象的“浙江文化金名片”项目。

本报记者 章咪佳

全省征集一个月，筛选出408个项目，接下去看专家的了

哪些最能代表浙江文化印记

上图：“金海岸”东坡

大舞台曾是杭州一

处热闹的演艺场所。

中图：“金海岸”的夜

场演出。

下图：《白蛇》舞台效

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