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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打造“梦回大宋”文旅体验

据了解，《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创新融合
了舞蹈、朗诵、音乐、情景演绎和情景短剧等多
种艺术形式。主创团队“随物赋形”，精心构建
了一个“梦回大宋”的新型文旅体验空间，将故
事与情境嵌入实景，书院中所有点位以及主舞
台的表演内容和情节设计贯穿古今，力求将观
众引领至千年前的宋代书院，身临其境地感受
东坡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从观众踏进东坡文化旅游区的那一刻，
‘好戏’便开场了，大家都会摇身一变成东坡的
学生。”《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编剧孙庆来介
绍，“我们总共设立6个‘班级’，并安排了6位辅
导员，他们将带领着观众从头到尾体验这场演
出，每个‘班级’还会有不同的颜色，‘学生’们将
戴着不同色彩的手环入场。”届时，通过剧组演
艺路线的设置和演员的引导，现场的每个人既
是观众，也是参与者；既是游人，也是亲历者。

亲历什么？自然是东坡在儋州的生活。据
介绍，《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以东坡居儋三年
为背景，以儋州东坡书院为演出空间和舞台来
创作，融入了东坡先生与黎子云、姜唐佐、张中、
葛延之等人的故事。

居儋三年间，东坡虽生活清贫，却在此劝
农、劝学、劝耕等，将中原文化传播至琼岛，还完
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的写作，连
他自己也评价“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

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

多方努力呈现“最好的东坡”

“无论是思想境界、学术造诣还是创作成
就，东坡先生在海南都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是
东坡先生的‘人生巅峰’。”海南省演艺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韩潮光说，因此在《男神东坡》沉浸
式演出里，观众遇见的、看到的就是“最好的东
坡”。

与许多剧目中较为传统的东坡形象不同，
《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剧如其名，力求在保留
东坡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的现代元素
和创新思维，彰显东坡立体丰满、不同凡响的

“男神”形象。“一个才华无敌的大文豪、一个妥
妥的大吃货、一个不合时宜的大官人、一个诙谐
有趣的大帅哥，我们希望将这样鲜活的东坡呈
现在观众面前。”孙庆来说。

为了创作出更加平易近人的东坡形象和
通俗易懂的剧目情节，主创团队对剧本进行了
反复打磨，据悉，《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由海
南省演艺集团旗下海口市艺术团蒙麓光团队
担纲打造，汇聚了众多业界人才，由国家一级
编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舞蹈艺
术突出贡献舞蹈家蒙麓光担任总导演，曾担纲
奥运会及《伟大征程》等大型活动服装总设计
的韩春启教授以及亚运会及多部国内知名文
旅演出舞美总设计的蒙秦分别担任该剧的服
装和舞美总设计。此外，近200名演职人员也

毫不松懈，希望能为“坡迷”带来一场绝佳体
验。

“我本身就是个‘坡粉’，能够饰演东坡这个
角色我感到特别荣幸。”《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
东坡饰演者周亮辰说，为了演好“东坡”、贴近观
众心目中的“东坡”，他在外形、内涵、演技等方
面都做了努力。“东坡的身形是比较清瘦的，为
了和他更相似，我减了十几斤体重，同时我翻阅
了很多东坡诗词提升自己对东坡先生的了解，
并在导演、编剧的指导下不断精进自己的演技，
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展现一个独具魅力的‘男
神东坡’形象。”

黎子云也是《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中一个
重要角色，苏东坡在儋州三年，与黎子云交往频
繁。“黎子云热情赤诚、乐观洒脱，我尽力去捕捉
角色的气质和神韵，希望能够为观众呈现出一
个真实、立体的黎子云。”扮演者章宇豪说。

值得一提的是，演出现场除了演职人员外，
还会有“坡粉”参与到演出之中，与“东坡”近距
离互动。10月18日，《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公
开征集“坡粉”演员，热爱东坡文化、倾心宋代美
学的“坡粉”经过筛选最终入围后，将有机会参
与演绎，“遇见”东坡先生。征集公告发布后，来
自全国各地的“坡粉”纷纷发来个人信息，其中
不乏专业演员、博主等。

据了解，《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将于12月
8日晚在儋州市东坡书院首演，未来还将在儋州
东坡书院定时定点持续演出，让东坡文化活起
来、火起来。

宋韵书院沉浸式文旅演出《男神东坡》即将首演

在儋州，遇见不一样的东坡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浙博推出“投龙展”
展现中华山川祭祀文化传统

曲颈昂首，张嘴吐舌，尾部上扬，四爪
腾空……这条北宋金龙在西湖湖底沉睡约
有千年，于20世纪50年代出水，是宋代“投
龙礼”的重要见证。从12月1日起，“北宋
金龙”在西湖孤山下的浙博西湖美术馆对
外展出，和众多文物一起在“投龙——从山
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特展上与观众见面，展
现历史悠久的中华山川祭祀文化传统。展
览将至明年3月2日结束。

这一展览分为“山川有灵——先秦秦
汉的山川祭祀”“告盟天地——晋唐之际投
龙的出现和兴起”“保安宗社——宋明之际
的投龙”“澄怀观道——山水中的文人传
统”4个单元，汇集了全国40家文博机构的
230件（组）文物。仅投龙就有三四十条。
它们的材质以金、银、铜为主。不少铜龙还
是鎏金铜龙，这些都显示了古人对于投龙
礼的重视。

投龙，是将写有文字的简，与金龙、金
钮、玉璧等仪式性器物用青丝捆扎，一并投
入山川之中的礼仪。之所以选择龙，是因
为当时的人们相信，龙可以充当人与神灵
间的信使。这一礼仪始于东晋，到唐代被
确立为国家典礼，到北宋初年达到高峰。
据展览的策展团队统计，留有实物、石刻或
文献记载的投龙场所在全国有上百处，如
敦煌的月牙泉就是一处投龙的场所。

官方的投龙礼至明代结束。投龙礼延
续上千年，承载了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
良好祝愿，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山川祭祀
形式。而中华民族祭祀山川的历史则更为
悠久。此次展出的文物最早始于商周，像
浙江省安吉县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就是商周
时期山川祭祀所埋的器物。

古代的中国人不但要祭祀“五岳”，还
要祭祀号称“五镇”的五座名山，号称“四
渎”的四条大河以及四海。展览总顾问、北
京大学教授李零表示，对于岳镇海渎的祭
祀，体现了中国早期的“天下”概念，相关活
动是早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国家行
为。而在展览中，人们也可以看到秦始皇
巡游天下时留下的三大刻石的拓本。

（据新华社）

湖北发现元代理学家
赵复相关文化遗存

近日，正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开展
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经群众提供线
索，工作人员在云梦县胡金店镇三赵村发
现元代理学家赵复的墓碑记。专家将碑文
与《元史》《云梦县志》等文献进行比对研究
后推测，赵复或葬于云梦。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自号江汉，学者
称为江汉先生，为元代理学家，其生平事迹
见诸《元史》。

据墓碑题铭，该碑碑文为“钦命提督湖
北全省学政翰林院编修赵尚辅”所撰。赵
尚辅于清光绪十七年赴德安府，途经此地，
感慨“先生碑碣湮没”，遂撰碑记。该碑由
时任云梦县知县孟滢书丹。碑文所记与
《元史》的记载较为相似。

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理
胜说，碑文可见“先生之殁也，归葬于其乡，
而碑碣湮没，永叹实深”。专家据此推测赵
复的籍贯或为今天的云梦县胡金店镇。

来自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县文化和旅
游局、云梦县博物馆的“四普”工作人员介
绍，该墓碑记发现于三赵村老湾塘，原碑存
于赵氏祠堂内，后祠堂被毁，碑被东迁至老
湾塘，被当地村民抢救保存于民房内。

杨理胜指出，碑文关于赵复生平的记
载可进一步完善文献，碑文所记地名与《元
史》等文献记载对应，为研究清代学者对赵
复思想的推崇、赵复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
的地位及其对程朱理学的传播所起的作用
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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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台子 ︳让“后浪”们被看见

致敬经典、探索新途，这一周既是电影的盛
宴，也是电影“后浪”的集体亮相，更是对电影艺
术无尽探索的又一次启航。

作为本届电影节产业板块重要主题活动之
一，“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于7月10日启动了为
期59天的创投项目征集。即时开拍、奖金及资源
扶持、免费试用拍摄场景……诚意满满的操作，
彰显出海南支持“后浪”的气度与格局，最终吸引
了475件有效项目申报。

此外，还有资深电影人当导师有针对性地为
“后浪”进行专业指导。可以说，本届电影节这位
“伯乐”以十足真诚、开放包容的姿态邀约，得到
了青年电影人的热情回应。

据悉，报名者中，“95后”青年创作者占比超
75%，同时有近10%的“00后”创作者积极参与。
而在这些剧本中，亲情、友情、爱情皆有了全新的
视角与丰富的解读空间，涉及类型包括悬疑、青
春、家庭等市场主流题材，展现出青年人独有的
锐利与朝气。

“希望以短片为‘敲门砖’，尽可能更直接、有
效地给创作者们提供机会和帮助。”谈及“青椰计
划”创立思路，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业务总
统筹邢天宇表示。

经过评委团严谨评审与深入讨论，15个短片
创投项目突出重围。最后，《长假》《城市心贼》
《公开课》《观音旅馆》《浪来了再拍》《某条金鱼死
于某个下午》《杀死艾达》《无名指》等8个项目以
其独到的创意和扎实的制作计划赢得评委的一
致认可，成功入围8强，并获得12万元资金扶持
及相关行业资源扶持，用于影片拍摄制作。

目前，“青椰计划”8强孵化短片已陆续在海
南各市县拍摄杀青，成片将在本届电影节产业内
部放映活动上集中展示。

12月 1日晚，往常早已
闭园的东坡书院变得有些不
同。五光十色的灯带勾勒着
书院的轮廓与道路，随着节
奏变换，书院呈现出不同的
色彩，美轮美奂。

循着声音往书院内走
去，载酒堂前，原本东坡、其
子苏过、学生黎子云的塑像
竟摇身一变成了“真人版”，
演员们情感丰沛、动作到位，
仿佛一把将人拉回宋代。

正在进行的排演是全国
首个宋韵书院沉浸式文旅演
出《男神东坡》。

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

“后浪”来袭 绽放银幕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

椰风徐徐，星光
熠熠，世界电影再度
进入“海南时间”。

12 月 4 日至 10
日，第六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以下简称
电影节）在三亚举
办。来自全球各地的
影片、影人、影迷汇聚
海之南，融万象于光
影，襄盛举于海南。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电影节首次推出
“青椰计划”创投训练
营，旨在挖掘青年人
才、鼓励当下创作、提
供有效支持，为电影
新人提供成长沃土的
同时，借助光影的纽
带展示海南的丰富资
源。

青年之于电影创
作，一如浪花之于潮
水。当怀揣梦想的青
年电影人逐浪而来，
将为这个年轻的电影
节带来怎样的惊喜？
他们又将如何用绚烂
的光影交织出海南自
贸港的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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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星光 ︳探索电影的无限可能

不久前，本届电影节发布主视觉海报，呈现
出了一幅融合海南岛地理风貌与电影艺术魅力
的浪漫画卷。

画面中，大海澎湃、星光闪烁，似在邀请八方
宾客齐聚三亚，共同领略电影艺术的辉煌，开启
探索未来电影无限可能的奇妙旅程。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青椰计划”扶持的
作品即将陆续面世，观众将有机会欣赏到更多
元、更鲜活、更具创新精神的电影作品，丰富观影
体验，激发社会对本土电影的关注与支持，进而
推动中国电影文化的繁荣发展。

“取景只是海南影视发展的第一步。”在
《见手青补凉》导演孙华巍看来，虽然海南具有
独特的地理环境，但海南的魅力远不止于这些
外在因素，内在的文化内涵值得广大创作者用
心挖掘。

“我正在编写一个长篇剧本，计划在三亚拍
摄一部文艺片，聚焦‘东北人在海南’这个主题，
同时关注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挖掘一南一
北的不解之缘。”孙华巍说。

据悉，“青椰计划”还携手画林映像、浩视构
影、中视晨阳、拍片保等行业巨头，为8强项目提
供包括调色制作、全流程后期制作、器材支持、剧
组人员保险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极大提升了项
目落地实施的可能性与作品质量。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三亚执行工作委员会有
关负责人表示，“青椰计划”是电影节与电影新锐
力量之间的桥梁，它不仅为年轻电影人提供了展
现才华的舞台，也为电影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青椰计划”之名，寓意着电影节对青年影人的
厚望，希望青年创作者以海南为背景，讲述自己
的故事，释放创作激情。

讲故事 ︳“海南拍、拍海南”

无论是剖析祖孙三代女性的牵绊与纠葛的《风
马》，抑或极具海南特色的奇幻爱情短片《见手青补
凉》等，不难看出，每位创作者都将自己对于人生的
理解与感悟悉数融入作品之中，并紧扣“海南拍、拍
海南”的主题，呈现出了当地极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据悉，“青椰计划”海南工作坊启动期间，学员
们深入海南陵水海风国际影视基地、万宁日月湾、
保亭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三亚天涯海角景区等
地采风，汲取创作灵感，积累场景素材，对海南的自
然美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海南古建筑极具地域特色，因此我们决定
将疍家渔村以及琼海潭门的渔港作为备选拍摄
地。”《迷惑少女》制片人黄心怡称赞道。

“这次我们主要在万宁取景，那里的山景、沿
海公路、海边桥梁和独特海滩等都特别美丽，而
且与影片情节非常契合。”《浪来了再拍》导演麦
尔哈巴·伊斯拉音说。

在海口取景拍摄时，颇具地域特色的城市景
观令《城市心贼》导演洪榛怿印象深刻，“这座城
市是奇特的，有些百年老建筑夹杂在城市景观
中，城中村中搭建着巨大的戏台，它们本身就有
戏。”其间，她还偶遇了一群热爱音乐的本土年轻
人，为他们对艺术的热情和追求感到敬佩，“他们
还帮助剧组找了一些群演和场地”。

旖旎风光令创作者陶醉，他们与海南的故事
也在徐徐展开。在短片《长假》中，导演兼编剧山
诣简将自己儿时与父母来海南度假的故事融入
剧情，并重返当年居住的度假酒店取景拍摄。

“不少角落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能再次回
到这里拍摄，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山诣简说，拍
摄过程中，影片的制片人陈琳琳还充分发挥他海
口本地人的方言优势，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为
拍摄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