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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博物馆文创的戏剧
——从话剧《海棠依旧》说开去

　　虽然演员均为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但他们演出的话剧《海棠依旧》不仅先后登上了

北京保利剧院、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还让无数观众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剧中，守护

故宫国宝南迁的老故宫人舍小家、顾大家，缔造了抗日烽火中伟大的文化奇迹，而剧外，

这群来自从科研到安保各个岗位的新故宫人，也在用自己每一日的尽忠职守、全情奉献，

诠释着“谁其守之，惟吾队士；谁其护之，惟吾队士”的故宫博物院精神。近百年的薪火

相传，故宫人心中无上的情怀与追求，得以借这部戏剧作品呈现于世人面前。

　　从戏剧专业角度看，《海棠依旧》也可谓一股清流。这部现任故宫博物院展览部副主

任王戈经深入研究史料写作而成，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导演、第二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

“最佳戏剧奖”得主毛尔南保驾护航的戏剧作品，达到了近乎专业的制作水准，其“真实

历史改编、真实素人出演”充分具备了剧评人安妮所言的“历史真实性”，与那些难以说

服观众的新编历史话剧形成了云泥之别。同时，排演话剧的过程带给这群故宫博物院工作

人员强烈的职业荣誉感，也殊为难得，几无报酬的他们牺牲休息时间全情投入其中，深夜

走出排练室后没几个小时就要再开始新一天的博物馆工作，一切动力都源于表达心中对故

宫博物院真情的热望。

　　不过，理性思考，《海棠依旧》更像一则各种机缘促成的特例，若讨论博物馆与戏剧

的结合，它未必能提供理想的参考模式。该剧最早源自2012年左右王戈为院内文艺活动写

作一部国宝南迁题材话剧的动议，幸得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单霁翔等人的肯定与扶持，该

剧得以一步步修改、完善，并从文博行业内部演出发展至社会商演。文博单位为丰富员工

文艺生活而组织活动，并获得领导支持，这一点尚可效仿，但拥有一段如国宝南迁这般足

以写入中国文化史的传奇IP，便恐怕只有故宫博物院这等大馆有此机会了。实际上迄今

《海棠依旧》剧组也并未发展为持续、专职为故宫博物院演出、创作话剧的团体，该剧更

像是故宫人自己的一番不求批量复制的别样人生体验。

　　如果说《海棠依旧》是“博物馆进入戏剧”，那么也许值得考虑的还有“戏剧进入博

物馆”。有些类似央视综艺《国家宝藏》“前世传奇”单元中围绕一件文物编写故事、上

演“国宝小剧场”的形式，博物馆可以充分发掘各自馆藏的文物内涵，创作基于史实、适

当想象的戏剧，供博物馆教育的受众参与。有别于《国家宝藏》更强调对这种戏剧的“观

看”，在博物馆教育中“参与”这种戏剧的过程则更为重要，因为这种戏剧是要有着不同

于传统相框式剧场的观演关系，强调开放、可参与，属于带有后戏剧剧场色彩的“应用戏

剧”，是与共享理念背景、同样呼唤与展品平等、多元互动的“新博物馆”相匹配的，戏

剧将帮助博物馆实现对观众的“启发”而非“教诲”。

　　不过或许出于戏剧创作本身的难度门槛，以及对戏剧、博物馆认知的有待更新，至少

以笔者的观察，目前国内用这种戏剧作为博物馆教育形式的案例并不多见，人们往往还是

根据展品的历史或特点为博物馆创作或引入比较成型的戏剧作品。例如在2018年上海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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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举办的展览“典雅与狂欢：来自雅典卫城博物馆的珍宝”展期中，上博便邀请专业戏剧

工作者于展品前创作、演出了三场古希腊经典戏剧《美狄亚》，收获积极反响；此后上博

又配合相关展览，上演了戏剧《安格尔》。而在成都，2019年金沙遗址博物馆也与四川现

代舞蹈团共同举办了“金沙之夜·当代艺术演出季”，于博物馆内的金沙剧场演出了古蜀

文明题材的现代舞剧《根》。这些案例已经开始呈现“作为博物馆文创的戏剧”的倾向，

其理念与在国内方兴未艾的遗产地演艺，如“印象系列”，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之处，

即尽可能地延伸、利用现场体验场所积聚的人流与眼球效应，进行文化传播乃至收获经济

效益。

　　可以期待，博物馆文创戏剧未来在国内将会享有更可观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它为看似

无言的博物馆提供了可观可感的现场体验，真正让“文物活了起来”，一方面它又为戏剧

行业拓宽了题材与市场。事实上在近年国内的“博物馆热”中，已经有《故宫里的大怪

兽》这种先有儿童读物后有儿童音乐剧、由文博行业外力量制作的博物馆文创戏剧应运而

生。希望随着博物馆与戏剧市场的日趋完善，我们有朝一日也能迎来一部博物馆文创戏剧

“爆款”——有创意、有内涵、有品质、有市场号召力。

　　若再进一步思考：博物馆与戏剧有无融合的可能？实际上在当代艺术乃至实验戏剧领

域，“展演”已是风头无两的热词。2016年，著名比利时艺术家杨·罗威斯于上海明当代

美术馆举办的大展“无声无名”，特别呈现了一场长达20小时的开幕表演《父之物》，纷

繁奇绝的“展品”同时作为了“舞台装置”。展览与表演的重叠并非“1+1=2”式的嫁

接，而在于当后现代语境将艺术愈发本质化后，传统的艺术门类之间的隔墙已经悄然消

弭。当然，对于观念还大多停留在“博物馆=摆文物的地方”的中国博物馆界而言，也许

讨论博物馆与戏剧的融合还为时尚早，但也不妨稍做更换视角的尝试：譬如，当讲解员带

领观众次第参观展厅，抑或舞台上出现仿佛历史现场重现般的逼真场景时，我们可否说得

清自己究竟是身处博物馆，抑或戏剧之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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