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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市场的肯定、领导的肯定。这是一部稀缺的、不

可多得的巨制，它的历史内涵、政治高度经得起时间严

苛的考验。”

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和《向延安》在国家大剧

院成功演出后，对方对“东艺制造”的品质和市场潜力

颇为赞赏，并酝酿将舞剧《雷雨》搬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雷雯告诉记者：“我们的初心是从海派出发致敬这座城市，

从东艺本身的气质出发，做高雅而不高冷、兼顾艺术性

和市场性的作品。同时，你可以看到，从话剧《金家花园》

到舞剧《雷雨》，我们每一部原创作品的角度、表现手

法都是不一样的。东艺不愿自我重复，只在同一个舒适

区转悠，观众口味多元，我们的版权库就该缤纷多姿。”

在雷雯的带领下，东艺主动选择了一条困难、“任性”

的道路。他们和主创团队同频共振，用原创精品换来了

观众的喝彩与期待，更换来了自豪的底气——IP 在我，

努力在我，东艺的艺术人生，由自己主宰。

“我们是一家危机感很强的剧院。要让政府、社会

认可你的经营理念、服务态度、执行力，就必须永不懈怠。

坚守海派文化，东艺是当仁不让的践行者。上海大步迈

向亚洲演艺之都，坐标浦东的东艺即倡导推动国际项目，

搭建艺术沟通桥梁。红色文化激荡交融，东艺积极响应，

‘又红又火’的原创精品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

可以说，目前无论是运营项目还是制作剧目，东艺都属

于国内一流水平。而我作为总经理，最重要的是‘负责’，

是承担最大的压力。总经理扛压的前提下，中层起到基

石作用。东艺对项目的选择有一套自己的评估体系，项

目评估小组既包括公司高层，也包括各部门负责人，有

时候还要引入外脑。大家畅所欲言，各述利弊，算好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笔账。头脑风暴的结果必然客观，

而一旦做好决定，我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记者每次采访雷雯，总会有感于她的“多面”，她

的深度与温度。干过新闻业，做过影视编辑工作，为剧

院的前途奔波，百忙之中还拿到了心理咨询师的执业资

格证……她酷爱历史也熟谙二次元，她说希冀知行合一，

去探索人性、去了解万物的本心。在最后聊到“科技主

导一切的 AI 时代，表演或可一键生成，人们为什么还是

要走进剧场”这个更发散、更宏观的命题时，雷雯的回

答富有哲学的诗意——

“我想，不管科技如何发展，关于‘人’的定义如

何因时而动，‘共情’和‘宣泄’这两大人类的终极诉

求应当不会改变，而剧院正是一个共情和宣泄的场域。

假亦真来真亦假。假的比例更高，还是真的比例更高？

舞台是真的，舞台上的角色是假的。演员是真的，演的

内容是假的，故事原型可能又是真的。同一个剧目，昨

天的演出、今天的演出、明天的演出是没有分别的吗？

同一个角色，不同的演员去诠释，明明都不错，为什么

有的观众就喜欢这个演员，有的观众就喜欢那个演员？

面对 AI 这样的新浪潮，你不必排斥它，你也抵抗不了，

你只需记住：‘人’的思想情感、每一场演出里台上人

与台下客精神层面的独特契合，终归是‘他者’、是 AI

无法彻底替代的。并且，世间万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当人们在虚拟的时空里待久了，又会渴望重返真实。我

们应该做的，是巧用AI成就舞台梦境，探讨共荣的办法。”

雷雯说，在未来，剧院也许会改变形式，可场内也

好场外也罢、线下也好线上也罢，其本质是具有仪式感的、

让观众找到“人之根本”的艺术空间。此地有对真善美

的追求，对不确定性的好奇，而风起之时，相信聪慧果

敢的剧院人们将瞄准机遇，振翅翱翔。

《雷雨》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