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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刘凡

观众能看清
演员的泪花

首次亮相的“微剧场”在章丘区
文博中心群众艺术馆二楼，在这里，
舞台不再高高在上，观众可以三面环
坐，用舒适的姿势看演出，与舞台之
间只有几十厘米的距离。

“微剧场”首次对外演出，推出的
是省话剧院青年导演李亮执导的《约
会》和省话剧院副院长李贝执导的

《华沙旋律》。与演出场所的“微小”相
对应，两部剧也都不是大体量，它们
短小精悍，出场人物仅两人，但故事
构架清晰利落，透着精致与灵活。《约
会》以十多分钟的表演，聚焦了一个
欲出轨男人的真实心理片段；《华沙
旋律》展示了二战时期华沙女孩与苏
联男孩的一段“虐恋”，省话剧院张
林、李琦的表演堪称精湛。

因为剧场本身很小，观众甚至
能将演员眼中的泪花看得一清二
楚，观剧体验变得特殊而微妙。山
东省话剧院院长于剑告诉记者，

“微剧场”比大剧场更加考验演员
的表演功底，对演员表演的空间感
要求更高，若表演中处理不好，舞
台呈现就会扁平化。“站位、表演、
动作都需精心处理，呈现全方位的
最好表演。”于剑表示，作为一个新
生事物，“微剧场”对观众的要求也
非常高，需要台下创造良好的观剧
环境，观众席中的任何声响都会影
响到演员。

“微剧场”是走向
市场的尝试

其实，北上广等城市的“微剧场”已
经运营多年，对话剧的普及发挥了不小
的作用，也给本土话剧试验与探索提供
了有利平台，同时大大提升了城市的文
艺气质。于剑表示，在前往北京、上海等
地考察后，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话剧要想
走近观众、走向市场，“微剧场”是一种
很好的尝试，所以在章丘这个大学生比
较聚集的地方率先落地。“在全省新旧
动能转换工作开展的契机下，‘微剧场’
将成为健全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的一大
亮点，也能有效拉动文化消费。”

山东首家“微剧场”启动后演什么
呢？于剑介绍，从5月到12月底的每个周
六、周日下午，“微剧场”都会有演出，剧
场将联手山东省大学生戏剧联盟创排
20台新创剧目，完成60场演出，打造成
省城首个常态化话剧演出剧场。

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接近、
先锋性较强，是“微剧场”三个共生的
特色。在演出剧目的选择上，除了一
些艺术性强的现实题材话剧外，剧场
也会上演歌舞剧、创意剧、肢体剧及
先锋剧等，如此看来，“微剧场”将成
为省城话剧的试验田。于剑透露，未
来，省演艺集团还将在济南东部、中
部和西部各建一个“微剧场”，以满足
话剧迷们的艺术需求。

洋洋气气！！山山东东有有了了首首个个话话剧剧““微微剧剧场场””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刘
凡） 5日，“艺术四季·春之熠——— 书写新
时代书法文化惠民活动”在省会艺术中心
拉开序幕。该系列活动将陆续组织开展展
览、演出、笔会等高品质艺术活动，形成文
化惠民、大众共享的长效机制，丰富和活跃
群众精神生活。

“书写新时代书法文化惠民活动”吸引
了大批书法爱好者，山东省书协组织了20
位知名书法家，每一位书法家桌前都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请给我写一幅‘不忘初
心’”“我想要一幅‘守正出奇’”……一群环
卫工人拿着“家和万事兴”“福、禄、寿”等作
品，围坐在一起高兴地讨论着。书法家们忙
着调墨、运笔，排队的书法爱好者忙着思索
讨一幅什么好字，现场气氛非常热烈。两个
小时的时间，书法家们共创作书法作品
1000余幅。

一位来自台湾的游客感慨说，大陆的
书法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比台湾普及多了，
尤其是山东，她深深感到了孔孟之乡浓厚
的文化氛围。

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王世农表示，省
文联策划发起这项活动，主要是因为济南
西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群众也非常
渴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省文联有
责任活跃西部地区的文化氛围。

“春之熠”作为“艺术四季”系列活动的
第一期，主要侧重书法艺术展示。至6月上
旬，在省会大剧院、济南市美术馆、西城时
光等场馆还将有老济南影像艺术展、德国
钢琴互动音乐会、360全明星秀、灿若星辰
钢琴大师课等九项活动。

““艺艺术术四四季季””活活动动
书书法法家家送送出出千千幅幅作作品品

5月4日、5日晚，在济南章丘区文博中心，《约会》《华沙旋律》两部话剧通过
“微剧场”的特殊形式与观众见面。别开生面的话剧观看方式，近距离的交流互
动，让人感觉格外新鲜。因为代表着戏剧文化的时尚与先锋，“微剧场”一直在
文艺气息浓厚的城市备受欢迎，此次山东也有了自己的首家“微剧场”，话剧爱
好者终于等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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