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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有一天，南京文投集团把这样一个剧场交给我去构想的时

候，很多实质上的困难和压力就会迎面而来。面对疫情留下的

影剧院低迷，如何用 75% 的上座率为这个场所赢回生机，使她

成为南京文化新地标，不辜负这样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积淀，

成为了我们更新的课题。所以我们策划了“大华大戏院·群剧场”

的开幕演出季，用属于年轻一代的小剧场戏剧、戏曲作品去点

亮城市。从小剧场戏曲到实验戏剧、脱口秀、室内音乐专场等

等，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群剧场”尝试着不同的可能性，现

在已成为南京观众热捧的打卡地。“大华大戏院、群剧场、南京”

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文化生态链，未来，我们想做这条生态链

上与大家一起向前滚动的动力轴承。

今年的戏约，可以用“很多”形容，在感恩信任与托付的同时，

我想我更需要保持创作上的清醒，尤其在个人、行业、国家面临

这个特殊疫情关口，一定要慎重地做出选择。年底，我在 2016

年创作并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连年滚动资助的剧本《人面桃花》被

南京市京剧团引进，将会邀请重量级的艺术家加盟，把这部作品

搬上舞台。2021 年，“大华大戏院 •群剧场”也将继续出发，“梅

花奖大师季”、“小剧场孵化季”、“南京小剧场演艺季”、“小

剧场经典作品季”四季辉映，每周都用好戏、好内容回馈观众。

我一直把每个作品都当作自己最后的作品去做，每一次创

作我都愿拼尽全力，只求不留遗憾。

题作文”，要用一台戏讲述绍兴柯桥轻纺业的转型升级。于我

而言，《云水渡》更是一个契机，是与我心仪的绍兴小百花越

剧团，以及喜爱的演员陈飞老师合作的契机，也是创作一个都

市题材戏曲作品的契机。

在疫情之前，这个戏已经落地了，但还没有到开花结果的

阶段。如何能把《云水渡》这个戏从品质上再向前推一把，就

是我们在疫情这段时间主要去思考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和主

创们观摩了很多国外的音乐剧、电影，有过很多次远程“头脑

风暴”。疫情也给了我对这个题材更深一层的思考，让我从《云

水渡》这个作品入手，去探索怎样更好地用戏曲去表达当下。

年末首演连演数场，剧场效果很好，也有一些看完《鉴证》又

追来看这个戏的观众，很多人说没有见过这么新的戏曲，这一

步迈对了，我们很受鼓舞。

疫情期间，我还应邀创作了一个新的剧本——话剧《辛弃

疾》。为了写好这个剧本，平时本来不大看电视剧的我，一边

读宋史，一边在恶补各种历史剧。这个戏也是“明星制”的创

作模式，为吴樾量身打造。整个剧本创作期间，我也和吴樾、

和制作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创作过程中，有电影、网剧、

舞台剧、戏曲等各种不同创作风格和模式的主创在一起碰撞，

非常有意义。在疫情影响下的舞台剧行业里，我们就是要做辛

弃疾，挑灯看剑，等待天明。

2020 年也是我们工作室在南京签约落成的第一年。6 月份，

在《鉴证》开始排练时，我第一次跨进位于南京新街口腹地的

大华大戏院，来到这样一座有 85 年历史的剧场。在那里看到梅

兰芳先生的照片，有一种莫名的亲切与敬畏。南京一直很注重

对青年创作队伍的扶持，这让我非常感动，大华大戏院给了我

们“群剧场”这样一方挥洒理想与所学的天地。

之前其实畅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主理一个剧场，我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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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鉴证》。 京剧《惜·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