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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2011年版封禅大典 28日晚首演

三大变化演绎新潮山水实景
本报泰安 3 月 29 日讯(记者 路冉冉 见习记者 冷雪) 28 日晚上，

泰山天烛峰景区内灯光辉映，《中华泰山·封禅大典》实景演出 2011 年首演
举行。演出长达 70 分钟，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再现了五朝帝王封禅的场景。
550 平米的 LED 开合舞台与演员的表演交融，打造成浑然一体又大气
磅礴的视听盛宴。

演出开始，15 位泰山挑山工拾级而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者
聚在他们身旁，听着泰山人讲泰山。接下来的 70 分钟内，舞台上大
气磅礴的演出展示了泰山封禅的五朝风采：金戈铁马——— 秦；儒
风雅乐——— 汉；盛世风华——— 唐；艺术王朝——— 宋；康乾盛
世——— 清。一幕幕表演，带领着观众穿越中国 5000 年的历史，
再现了华夏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

最让人惊叹的是高科技的舞台和灯光技术，开合的
LED 舞台设计为阶梯状，但呈现的图像丝毫没有因阶梯成
像而造成的视觉失真。舞台两侧山体的灯光，使得舞台与
天空相映生辉。期间，一轮由射灯打出的圆月栩栩如生，
引来观众阵阵惊呼。表演活动增加了互动性与参与
性，其中，汉朝篇章中舞蹈演员出现在观众席进行近
距离表演，使观众仿佛穿越时光，置身于汉宫乐舞
的儒风雅月之中，清朝的市井百相更是把京味儿
演得淋漓尽致。

首演中，演员角色达到 2400 个，这些演员
有的来自泰安各高校，经过自愿报名，排练半
个月后，每人在一场表演中可能出场 2-3
次。除了演员阵容，与之相应的服装配套
也大有看点，武则天的服装展开后占到
了舞台的 2/3，刺绣系纯手工制作，造价
达到 60 万。

首演的观看者以各地旅游公司
为主，也有一些游客和市民。坐在
观众席上的一位女士说：“我们长
在泰山脚下，就应该过来看看泰
山的文化。等到夏天气候适宜，
会带孩子一同来感受。”

经过去年一年的探索和开拓，今年的演出有了三大变化。

文化演出向商演转变

泰山封禅大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销售代表张峰说，在营销方面，去
年的起步阶段，主要受众是政企单位。今年，开拓了与旅行社的业务合
作，通过套票优惠的形式，拓宽观众来源。另外，公司还在国内外举办推
介会，到了东京、首尔、法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韩国友人
赠送的民族服装被应用在了演出中。

舞台加入互动因素

在舞台表演方面，今年加入了更多互动性的设计和多角度
的舞台视角。2011 年新版的中华泰山 . 封禅大典演出，在唐朝
和清朝增加了与观众的互动，观众不再是被动的观看演出，而
是融入到演出当中，一会帝王将相，一会宫廷乐舞，一会市井
杂技演员从观众的身边走向舞台。这些艺术手段的加入，使
得观众身临其境，仿佛穿越时空，梦回前朝。

表演加入祈福仪式

2010 年中华泰山 . 封禅大典演出的教育气息比较
浓，2011 年伊始，云南地震、日本大地震及核危机，灾
难引起人们祈福的心理共鸣。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和
玉皇顶的地理特征，2011 年的改版中，祈福是演
出的重要内容。

中华泰山 . 封禅大典的总策划人是被誉为
“实景演出创始人”的梅帅元先生。在谈起今

年封禅大典中加入的祈福仪式，梅先生说：
“泰山的历史文化积淀决定了它与个人、国

家命运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我们文化活
动的目的不是说教，而是感动人，最终
要落在国泰民安的感动点上。借助我
们的地理优势以及灯光效果，当面对
被灯光打亮的玉皇顶时，现场观众
不仅迎来视觉高潮，更将迎来一个
感情的高潮。”

本报记者 路冉冉 见习
记者 冷雪

封禅开演凸显三大变化

封禅大典的最后一幕。本报见习记者 赵苏炜 摄

格相关链接
《中华泰山·封
禅大典》实景演出

是一种新型的艺术
变现模式，在泰山自然

与文化双遗产的基础上，
通过对封禅祈福活动的艺

术提炼，打造出一台气势磅
礴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的商

业演出。该项目位于泰山东麓，
2008 年 11 月开始建设，观众区占地
面积为 3300 平方米，共 2756 个座位，

其中御座包厢 7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