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浸式悬疑推理剧《正义的陷阱》在安
里甘艺术中心实光晓堂咖啡馆上演，打破了
常规戏剧舞台的环境限制，将咖啡馆变成了
小剧场，也是故事的发生地，将沉浸式戏剧
与文化建筑相结合，为沉浸式戏剧探索了更
多发展的可能。

据悉，安里甘艺术中心的前身是位于英租
界的安里甘教堂，教堂始建于1903年，是一座
兼备了哥特复兴和罗曼复兴风格的折中主义
建筑。这座建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再作
为宗教场所。然而，它丰富的建筑遗产并没有
被遗忘。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在《雷雨》序幕里
写到的教堂钟声，就是安里甘教堂的钟声。

2016年，安里甘艺术中心投资人、总经理
郝博雅接手了安里甘教堂修缮改造项目，用时
六年慢慢将其修整恢复。如今，这座尘封已久
的古老建筑重新焕发了活力，并被赋予了艺术
中心的新用途，它仍旧保留了其原有的建筑魅
力，并为古典音乐表演、艺术展览和各种文化
活动提供了展示的空间，充分体现了历史和现

代艺术的完美融合。
郝博雅表示：“我们一开始就希望能将这里

建设成一座中西文化融合的艺术中心。作为一
座老教堂，当被抽离了原有的宗教属性之后，它
还保留着其世俗功能，这座建筑本身仍是一个
集会的场所、展示的舞台。所以，我们在中心开
放后，与各大演艺公司、群团组织等密切合作，
策划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演出活动。一年多
来，我们精心策划及引进了约三四十场的演出，
每一场演出都满是热情的观众，备受好评。”

正因如此，今年安里甘艺术中心与天津北
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天津市楚云天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一起，为实光晓堂咖啡馆定制一
场悬疑推理沉浸式话剧《正义的陷阱》。紧张
生动的内容，演员的专业演绎，加上灯光音效

的配合，将环境空间利用到
极致，一经上演后更是备受
好评。

据安里甘艺术中心宣发策
划副总经理杨微介绍，安里甘艺
术中心依托于两栋有着百年历
史的风貌建筑及草坪花园组成
了一个6000平方米的环境载
体，充分发挥建筑及环境的优
势，将音乐、美术、戏剧、时尚等
各类的文化艺术内容融入其
中。毗邻主剧院的副堂已被重新设计为一座更具
氛围感的咖啡厅，配合咖啡等轻餐饮，给消费者提
供一种氛围感，让人们在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之余
能在安里甘的静谧环境中，享受恬静时光。实

光晓堂咖啡馆也成为艺术爱好者
和游客们放松身心的独特空间，
封闭式的花园庭院为艺术中心进
一步提供了宁静的户外环境，人
们可以在此放松心情并找到艺术
与自然之间的深层次体验。

据杨微透露，《正义的陷
阱》将成为安里甘艺术中心实
光晓堂咖啡馆里的常驻话剧演
出项目：“后续我们也会阶段性
地升级内容，延展更多的内容，
与安里甘艺术中心主堂的风格
交相辉映，将话剧、音乐剧等，
在未来以更有意思的形式展示
出来，为爱好文艺的人提供更
有意境的氛围空间。”在安里甘

艺术中心，人们可以体验经典、体验创新、体验
融合、体验氛围，感受文化与建筑的融合、辉
映，相信这里会给热爱文艺的人带来更多的精
彩与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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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让京剧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张洁 摄影 刘欣

追踪热点

近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李莉，为天津市逸阳梅江

湾学校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中华传统文化巡

讲课，通过“爱我美丽津城，弘

扬国粹非遗文化”中华传统文

化节巡讲活动，让传统文化在

校园内焕发活力，让热爱传统

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

根发芽。

天津市和平区浙江路

2号，有一座古老的建筑，

灰白色的墙壁，砖红色的

屋顶，高耸的钟楼，尖券形

的门窗，每一处细节都散

发着独特的艺术气息。日

前，原创沉浸式悬疑推理

剧《正义的陷阱》在这座

百年建筑——安里甘艺

术中心拉开帷幕。

该剧是为这座哥特

式百年建筑量身定制的，

每一个场景、每一段剧

情，都与这里的环境完美

契合——钟声与雨夜的

低语交织在一起，警长莫

里斯的副手编织了一张

复仇的网，每一个角落，

每一道阴影，都隐藏着真

相，究竟何为正义？何为

陷阱？

古老的建筑与时尚

的沉浸式戏剧，这样奇妙

的组合，又会激发出怎样

的创意？

为百年洋楼
定制一场沉浸式戏剧

本报记者 徐雪霏

通过学习京剧培养孩子文化素养
记者：您从哪些方面帮助孩子来了解京剧？

李莉：京剧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象征
意义的符号之一，是中国戏曲文化的国粹典
范。京剧有综合性、虚拟性、程式化和象征性的
特征，由于这些特点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难以
理解，我便通过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结合语文教
材中有关京剧内容进行讲解。当我们学习京剧

时，实际上学习了一门综合性的艺术。通过讲故
事的方式，我希望让孩子们对京剧有初步印象。

京剧艺术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化妆、
脸谱等各个方面，通过无数演员的长期舞台实
践，构成了一整套虚实结合、形神兼备、互相制
约、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它承
载了太多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典
故、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

记者：现在有许多京剧培训机构，您觉得这

些社会化的培训对京剧艺术的传播有何影响？

李莉：现在的孩子接受和学习能力很强，
通过学习，很多小学生能够唱出一些高难度的
唱段。孩子在学习京剧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培
养自己的文化素养，还能够在舞台上展现出与
众不同的气质和魅力。有许多家长，受到孩子
的影响，也开始喜欢京剧。

有些家长还会提出疑问，学习京剧会影
响孩子的发声吗？无论唱什么歌，都需要发
出正确的气息，京剧还需要调动唇、齿、舌、
牙、喉五个发音部位进行训练，比如声母、韵母
的运用。京剧的发声是非常科学的，需要靠气
息和深呼吸来练习，这种功力练好后对身体非
常有益。

孩子们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才
能够逐渐掌握这门艺术的技巧和精髓。虽然
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但学习京剧对于孩子
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他们不仅能够学
到专业知识，还能够培养自己的毅力和耐心，
无论将来是否从事与京剧相关的工作，这段经
历都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记者：您希望孩子们从京剧中收获什么？

李莉：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传统文化的
魅力。京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形式，它
包含了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例如，京剧中
的角色经常会表现出仁义礼智信等美德，这
些都是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和实践的。
做人，首先要有信用，要遵守规则，要有道德
品质。这些都是京剧中的重要主题。京剧中
的惩恶扬善的故事，能够帮助孩子们建立正
确的价值观，让他们在心理上接受到一种积
极的影响。

记者：对于学习京剧您有何建议？

李莉：作为一名老师，我不仅教授尚派
的剧目，还教授其他一些剧目。我注重培养
学生们在舞台上的稳定性和扎实的文戏功
底，只有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演员才能展
现出自己的丰富才华。我和学生们强调要多
方面学习，因为如果只局限于某一流派的剧
目，就会显得单一而缺乏广度。只有掌握了
多个流派的剧目，才能够在综合认知上有所
突破，总结出自己的特点。通过教学的过程，

我也发现学生们在不断学习中逐渐体味到京剧
的博大精深。

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继承
记者：您是如何成为尚派传人的？

李莉：1958年，我在12岁的时候考入天津市
戏曲学校，成为了首届京剧班的学生。在校师从
谷玉兰、于紫仙、杨荣环，学习青衣、花旦。花旦、
青衣的表演柔美、娇媚，文武小生又有英气、倜
傥。我学习小生表演是杨荣环先生的提议，他当
时是我们的校长，也是我的老师。我和张连昌、
杜富隆、王世霞老师兼学文武小生。之后，我又
回归到旦角的学习中。

1981年我拜孙荣惠先生为师，继承尚派。在
《乾坤福寿镜》《昭君出塞》《玉堂春》《四郎探母》
等剧目中成功地体现了尚派的风格。之后又
向李喜鸿、崔荣英等老师学习深造。那时我在
学校学习戏曲的时候，并没有流派的区分，学
习某个流派旨在传承特定的剧目。实际上，无
论你唱哪个流派，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发声技
巧、动作以及腰腿的基本功。这些共性的东西
都是必须扎实掌握的，否则流派的特点就无法
体现出来。

尚小云先生人称“铁嗓钢喉”，是中国京剧的
代表人物之一。尚派的特点在于中气充沛、调门
高亢、久唱不衰，这被认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杨荣环先生曾经说过，无论演什么戏，都要给观
众留下值得一看的东西。这种观点无形中激发
了我对练功的兴趣。我有幸学习了比较丰富的
尚派艺术，能够应对一些有文有武且表演比较丰
富的剧目。尚派注重表演技巧，比如在演绎《汾

河湾》和《昭君出塞》等剧目时，就需要演员既有唱
功又有武功，形象好还要会表演，这也是尚派的艺
术传承面临的困难。

记者：您认为京剧的继承和发展是什么关系？

李莉：京剧的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继承。现在
的戏曲表演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但是一味
追求发展变化而忽略了对京剧特色的继承也是不
可取的。在当前的戏曲界，剧目的多样性和创新
性较为缺乏。过去，如果剧团不经常更新剧目，观
众就会失去兴趣。如今，在戏曲编剧方面，我们面
临着一些挑战，推陈出新的剧目也相对较少。这
意味着我们很少看到那些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
相结合，既保留戏曲传统特色又具有现代审美观
念的新剧目。

唱腔是京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像《红灯记》
《沙家浜》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现代戏之所以
能够延续多年，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积淀，唱段
设计需要有扎实的基础和对京剧的深入了解。
演员们不仅会设计场景，还会运用听觉元素来
表达情感，他们将京剧的多种板式和表现方式
融合到角色中。当年创排这些戏的演员们都具
备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在修改剧目时并没有离
开京剧的根本。

杨荣环先生曾说过，他听梅兰芳的唱片，听得
唱片的纹都磨没了，可见他对京剧的用功程度。
京剧的发展需要在坚实的传统基础上进行，它是
非常含蓄的艺术形式，很多内涵都隐藏在表面之
下。我们不能失去京剧本身的品位，所以发展应
该是循序渐进的，并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基础。“程
韵洋声”吕洋系列专场展演正在进行，吕洋具备扎
实的基础，她在改编《香莲案》这个个人代表性原
创剧目时，没有脱离程派的表演方式。她在创造
人物形象时非常贴切，这也是因为她对京剧有着
深入的了解和扎实的基础。

记者：虽已是古稀之年，但您至今仍然活跃在

舞台上，声音高亢嘹亮，您有什么秘诀？

李莉：一个是找对方法，再一个就是练，不间
断地练。老师没嗓子可不行，老师通过实际的示
范，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所以练
习要持之以恒。

近日，原创沉浸式悬疑推理剧《正义的陷
阱》在具有百年历史的安里甘艺术中心上演，
该剧围绕着一起匪夷所思的案件展开了一场
互动表演。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受人尊敬
的小镇警长莫里斯遭刺杀身亡，莫里斯警长的
助手为了揪出杀人凶手，设计好了一个圈套。
雨夜，在一家咖啡馆里，四名罪犯汇聚于此，目
的是获得重新生活的机会，但他们来了，便掉
进了陷阱之中。

据该剧导演穆怀磊介绍，《正义的陷阱》由
安里甘艺术中心、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
公司、天津市楚云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是一部专门为安里甘艺术中心实光晓堂咖

啡馆原创定制的沉浸式悬疑推理话剧，该剧自
今年4月份开始策划筹备，历经三个多月的排
演，最终于今年8月正式对外公演。
《正义的陷阱》编剧魏笑云并不是第一次进

行沉浸式戏剧的创作，但此次要为一座百年建
筑量身定制一部戏剧，对她来说也是一次十分
新奇的体验：“在正式创作前，我对安里甘艺术
中心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为一个特殊的环境进

行沉浸式戏剧创作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因为演
出场地很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让我在创作剧本
的时候也更容易搭建框架。”

仅仅用时20天，魏笑云一气呵成完成了《正
义的陷阱》这部作品。除了故事的整体架构外，
在人物设定和一些台词上魏笑云都进行了精心
处理，大部分台词都有另一层涵义，每个观众听
到后或许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最想向观

众传达的还是‘如何评价价值观’这个问题。剧
中角色展现出来的价值观比较鲜明，观众可以用
旁观者的眼光去评价他们，我们也以台词去引导
观众思考和评价他们，但值得关注的是，我们随
意地评价他人价值观的权利究竟是谁给予的？”

为了达到最佳的沉浸式效果，在舞台设计
方面，此次《正义的陷阱》采用了多媒体设备，
利用灯光、音效、舞美等设计，营造了一个极为
真实的“雨夜”，将超近景、全声效、身临其境
的话剧元素与移动式、充满氛围感、高潮迭起
的舞台表演融为一体，带给观众更为极致的沉
浸式体验。

当今，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
水平飞速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消费者消费
观念和消费意识的逐渐变化给文化及旅
游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沉浸式”主
题的文旅项目成为了新热点，格外引人注
目。近年来，国家也相继出台多项关于文

化旅游的政策，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文化和
旅游的结合发展。

秉承着这样的理念，《正义的陷阱》在制作
中对传统沉浸式项目的模式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和创新。不同于天津市楚云天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此前打造的沉浸式互动戏剧，《正义的陷阱》
是一部“轻互动，重观演”的沉浸式戏剧，整场话
剧演出时长为100分钟，五位演员所有的表演
都要在实光晓堂咖啡馆里完成，与观众如此近
距离地接触，对演员也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正义的陷阱》中“紫”的扮演者陈思博，在

沉浸式互动戏剧《北洋歇洛克》《傅莱医生2》中

都曾扮演重要角色，在他看来，沉浸式戏剧最重
要的是让观众能够快速地融入其中，并相信正
在上演的是真实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正义的
陷阱》这部剧不像《北洋歇洛克》《傅莱医生2》
等剧，演员与观众之间有那么频繁地互动，但同
时也给了我们演员更多的表演和创作空间。在
表演的过程中，演员会与观众坐在同一张桌子
上，一起吃甜点、喝咖啡，如此近的距离，我们
脸上一些细微的表情变化，甚至小到一根头发
丝，观众都可以看得见，这就要求我们演员要有
足够强的信念感，才能用自己的表演带领观众
进入剧情，如此不一样的观演形式相信会带给

观众更好的沉浸式体验。”
导演穆怀磊表示，带给观众别样的沉浸式体

验，是创作团队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我们不敢
说自己是在创新或者革新，毕竟沉浸式戏剧也是
近几年才被引入天津，人们也是在慢慢接触和感
受这种新兴的戏剧类型。作为创作者，我们希望
能做到的就是带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观演体验，
让观众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有的观众喜欢
互动，做任务，那就可以选择像《北洋歇洛克》这样
的剧，再比如有的观众并没有那么社牛，就是想
近距离地看演员演一场话剧，感受演员塑造人物
的过程，那就可以选择《正义的陷阱》，这都是非常
不错的沉浸式体验。”

目前，《正义的陷阱》演出已达十余场，得
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更有观众表示这是他们
看过的沉浸式话剧里真正做到了演绎就在身
边、情绪随之起伏的话剧，真正做到了观演者
沉浸其中。

文旅市场需要更多元的沉浸式体验

文化创新为历史建筑续写传奇

为百年建筑量身打造沉浸式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