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赵玥）昨天开幕

的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
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

周，让上海戏剧学院在接下来的一周
里被近百场活动包围———剧场、教

室、草坪、咖啡馆、公交巴士，处处皆
有戏，等你来体验一场沉浸式的艺术

游园会。

下午 2时半，一辆载着 3名演员
和 20多名乘客的 71 路公交车从上

戏华山路校区驶出，经停国际舞蹈中

心后又折返，最终回到了上戏校园。

青创周期间，原创巴士沉浸式戏剧
《最远的 71路》每天下午都将上演，

漫长的人生之旅被浓缩成短短的 1

小时，演员们没有台词，用肢体表现

着相识、相恋、相知、相守。在舞蹈中
心的户外广场上，男女主角在这里会

举行一场小型婚礼，乘客就是来宾，

还有两位幸运观众将被随机抽取为
伴郎伴娘，递上戒指见证他们的爱

情，参与他们的人生之旅。
像这样沉浸式的体验戏剧在这

次青创周舞台上并不少见。咖啡馆原
创环境戏剧《美“喵”人生》讲述着上

戏咖啡馆内，3只猫不期而遇，仿佛
各自有着光鲜亮丽的生活，却在夜深

人静的咖啡馆垃圾桶相遇，折射出不
一样的人生况味。观众戴着耳机，隔

着一条人行道围观着咖啡馆二楼的

“猫的人生”，别有一番趣味。讲座中
也有意识增加了这方面内容，上海文

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就将开讲《颠
覆戏剧———浸入式体验的重新定

义》。据策划者透露，明年上戏校园或
许会多出一座“监狱”，进入的观众将

被没收手机，体验短期的丧失人身自

由是什么滋味。
在实验剧院前广场，一场沉浸式

市集《上海老街》吸引不少观众。这个
创意集市以戏剧表演的方式邀请年

轻人售卖自己制作的货品，展现年轻
人眼中对新中国成立 70年间的记忆

呈现，有售卖李子园和虾条的怀旧摊
头，还有上戏上世纪 50年代的教学

演出作品海报展示，到了晚上一串串

的彩灯亮起，游园会氛围愈发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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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室精彩，满堂喝彩，卢卡斯·

库舍尔站起身来，巴掌拍得通红。

“我从来没看过这这种形式的杂技
表演，太精彩了！”第 21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演出《战上
海》，库舍尔隐身在热血沸腾的观

众中。虽然是看晚上的演出，但库

舍尔一早就翻出了自己的西装马
甲。来上海要住上 6个月，他带了

一只大箱子就落地了。行李精简，
全套的西装礼服不在行囊中，一件

小小的马甲便成了仪式感的代表。
“可能是习惯了，去看文艺演出总

觉得要穿得正式点。”24岁的德国
小伙子“兴师动众”，就是为了《战

上海》。
杂技，自然是无需语言便能

“阅读”的，但《战上海》的红色主题
他能否领会一二？库舍尔的语气不

容置疑：“当然知道。我对上海的历
史非常感兴趣，在演出之前，我还

额外做了功课。故事很生动，表演
太高超了。”甚至，看完演出的第二

天，库舍尔还花了一上午写了一篇
关于《战上海》的演出评论。“来，帮

我看看写得怎么样。”倒不是为了
刊登发表，库舍尔说这些自己给自

己布置的“功课”，纯粹只是一些文
化的碎片，用以纪念自己的旅程，

“就像是一张照片，但比照片更有
意义。”

库舍尔是德国美因茨大学的

研究生，主修管理学。在与同系其
他学生的竞争中，他幸运地脱颖而

出，来到上海同济大学进行为期 6

个月的交流学习。从 8月 25日抵

达上海开始，用库舍尔的话来说便

是“一天也没闲着”。他不仅游遍了
上海的大小景点，还去了黄山、苏

州。库舍尔个头不小，说话却是温和
平静，绿色的眼睛满是真诚：“其实

来上海会让我延迟毕业，但在这里
的收获，却是无法比拟的。”

对于库舍尔来说，上海之旅，亦

是文化之旅。他加入了学校的许多
社团。“我从小喜欢唱歌，长大后学

过歌剧演唱，当然和你们的戏剧不
是一回事。”库舍尔在德国的时候，

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武林高手”。
他习练中国武术已有 8年，专攻咏

春。“在德国，每星期我都要给别人
上课，我是个‘师傅’。”库舍尔对中

文可谓一窍不通，唯独“师傅”两字
说得字正腔圆。来到中国，他仍然保

持每天自我练习，并且开始学习太
极课程。

显然，和其他许多经过上海的
旅者一样，库舍尔暂时安下了家。他

在与人合住的宿舍里，贴上了几张
朋友送的旖旎风景照片，又挂上一

些霓虹小灯泡作为装饰，算是有点
私人化的气息；他用上微信不到半

年，已有了近 300个联系人。这座城
市，是友善又热情的；他买东西习惯

了支付宝，笑着抱怨“不知道回了德
国该怎么办”；而他的父亲已经订好

了明年 1月的机票，来看看儿子口
中这座美妙的城。“按照我们家庭的

习惯，到时候我一定要带我父亲去

看一场文艺演出。我一点也不担心，
上海从来不缺少精彩的演出，而上

海本身更是一部文化的经典。”
本报记者 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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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搭乘《最远的71路》
艺术游园会昨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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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远的 71路》上的乘客开启一段开心旅程 记者 郭新洋摄

■ 库舍尔爱上中国文化

■ 库舍尔为上海新景观点赞

    都说外国人分两种，一种是敢于在餐桌

上尝试鸡爪子的，另一种是尖叫着要求赶快
撤下的。库舍尔显然是前者。糟卤鸡爪，他到

底吃了下去。“我愿意尝试，虽然下次我不会
再点了。”在老家，他常去的亚洲饭馆以韩国

菜式为主。 异国他乡的生活，两个月转瞬即
逝，每一天都是新鲜。 库舍尔吃遍了住地周

围的餐馆，最爱的中国菜是“宫保鸡丁”。吃，

几乎是各国文化中最有带入感的启蒙。

库舍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名普

通观众，从大众中来。 于他，旅行的意义，便
是体验不同的生活。他用眼睛看，“这里摩登

与历史相映成趣”。他用耳朵听，这里汇聚五
湖四海的声音。 他更用心参与，加入了音乐

俱乐部，学习录音。 而作为上海学生剧团的
一员，各种演出更是一网打尽。“来上海之前

所获得的信息都来自书本，或者电视、网络
上的介绍，但这些完全比不上实际的体验。”

就像人们对德国的固定认知，偏偏库舍尔不
爱喝啤酒，也不喜欢足球。

库舍尔钟情外滩和田子坊，“但最让人
着迷的是这里有如此多元的艺术交汇，要知

道我们总以为上海最出名的是高楼大厦。 ”

库舍尔甚至已有了下一步的人生设想，毕业

后来上海工作，“我需要比半年更久的时间
来接近上海，了解上海。 ”未完待续，上海的

内秀，丰厚充沛。 华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