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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的魔法：从“海纳百艺”到原创制作

工作，他挺开心。坦白讲，演话剧‘性价比不高’，他

能演肯定有情怀的因素、有艺术追求的因素。”

东艺人初生牛犊不怕虎   

吴彦认为，《人间正道是沧桑》讲的是历史，但对

当下亦有启示；既是宏大叙事，也不乏深幽、细微的人性。

“我们这个戏找准目标观众，又红又火。记得有剧迷留言，

很感谢东艺出品，让他们对历史有更立体、更生动的了

解。社交媒体上，剧迷们会长篇大论抒发自己的观后感，

写得都很动人。首演的时候，B 站一位做过电视剧切片

解说的百大博主，还组织过一个观剧团，给了不少反馈

意见。”

如今，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已经演了 80 多场，

走过 50 多个城市。其实，当初直到南京排练的最后一天，

吴彦的心里仍有些忐忑。“虽然我们每天都在看排练，

每天都跟主创团队打交道，和那些桥段、台词、演员很

熟了，但这个戏最后在舞台上究竟什么样子，我们也不

敢打包票。经过不断演出、不断打磨、不断升级，大家

的信心就越来越足了。”

“话剧版演员的发挥空间很大，那东艺的想法是一

方面以南话的班底作基础，另一方面力争原班人马或戏

骨、明星入驻，保证质量、唤醒激荡回忆，同时提供新鲜感。

这部话剧‘常看常新’，就在于它有很多精彩卡司的组合，

张志坚老师也演过，王劲松老师也演过，我相信每一场

都能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觉。”

在原创制作上，东艺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票房

喜人、屡获大奖没有“捷径”，打铁全靠自身硬。“我

们在常规的剧院运营上自认为做得还不错。但面对新风

险、新机遇，我们不愿总是‘原地踏步’，所以东艺这

些年来相继成立了制作部、艺教部，持续探索新发展格

局。做这些项目，一是为了面向市场，二是寻求社会效

益。身为一家剧院，东艺要做原创等于赤手空拳打天下，

因为这在整个行业里面属于新兴事物，有很多挑战传统

观念的地方，而我们打破了既定的游戏规则与思维定势。

比如宣传上，我们不再是‘加工商’而是‘生产商’，

就需要转换乃至颠倒视角与策略，不能再沿用以往‘来

料加工’那套了。”

东艺还会不会再推出像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么大的制作？对这个问题，吴彦坦言：“说实话，目

前为止我没法给出一个很清晰的答案。我们得先把现有

的项目运营好，巩固阵地，然后再把握时机、顺势出击

吧。”“市场瞬息万变，竞争越来越激烈，东艺的危机

意识是很强的，不会固步自封。雷总希望大家一起开动

脑筋，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一些开拓性的事情。我们现在

正在做的，对传统剧院而言可能已经‘超纲’了；将来，

我相信东艺会更加‘年轻’，在更广阔的天地遨游。”

《人间正道是沧桑》体现了革命志士的信仰与激情。

家族的变迁，也是历史的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