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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前几个月就抢好票
了，就等着大戏开场，果然不
失所望。”看完《暗恋桃花源》
走出剧场，小华的心情依然十
分激动，点开朋友圈，“这些
年，你有没有想过我？”这句经
典台词在她的朋友圈刷了
屏。8月12日、13日，时隔11
年，《暗恋桃花源》经典版在无
锡大剧院再次上演，与十一年
前一样，这部剧开票即大卖，
黄磊、孙莉、何炅等明星的加
盟助阵，让这部本就粉丝众多
的话剧呼声更高。

抢票，成为了当前观看线
下演出的基本操作。“好几部
关注的剧都很快就售罄了，稍
不留神就会错过。”从《暗恋桃
花源》到《红楼梦》，两部热门
剧的门票都尽入囊中，小华觉
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当时抢
票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可以说
是争分夺秒。”小华告诉记者，
光自己一个办公室就有不少

“同道中人”，还有周边城市的
朋友听说有这些演出，也纷纷
加入了抢票大军，“竞争对手
太多了！”

“《暗恋桃花源》将锡城市
民的观演热情推上了一个小
高潮”，无锡大剧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从当前无锡老百姓的
观影趋势来看，整体是偏向多
元化的。以前的演出会有很
明显的热门和冷门之别，两极
分化比较厉害，但现在不管是
小朋友看的儿童剧，还是古典
音乐、话剧，甚至是国外引进
的原版音乐剧，上座率都很
高。“放在过去，舞蹈都是相对
小众的，现在爆款频出，从《只
此青绿》到《咏春》，再到《红楼
梦》，在无锡都是一票难求”，
该负责人表示，高品质剧目为
无锡市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
体验，也让走进剧院日渐成为
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下半年，陕西人艺“茅奖
三部曲”话剧《白鹿原》、开心
麻花豆瓣评分top1的爆笑舞
台剧《瞎画艺术家》、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法语原版音乐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音乐诗剧
《大河》全球巡演、江苏大剧院
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等备
受关注的热门剧目都将和无
锡市民见面。

本报讯 8月16日，
宜兴市人民医院启动整
体搬迁。“搬迁前确定线
路，对搬迁用的车辆统
一编号，交警大队对搬
迁运输路线实施管制。
搬迁期间，我们力求做
到医疗服务、医疗救治
不中断。”宜兴市人民医
院相关负责人当天向晚
报记者表示。

医院搬迁包含病人
及其家属的转运和设备
搬运等，千头万绪。宜
兴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对危重病人用
救护车专车转运，一般
病人用大巴车转运。为
每个病人落实护送上
车、随车看护、接车安排
责任人，全程引导、看
护，各个环节有人负责，
交接完成签字确认。凡
需搬运的物品，能打包
的采用适合材料打包，
贴上有编号的专用标
签，有搬运特殊要求的
在标签上注明。各科室
指定物品装车和接收负
责人，负责物品搬运秩
序和物品装车和接收的
签字确认。

值得一提的是，宜
兴市人民医院内的一块
青石碑也被列入搬迁计
划当中。此纪念石碑立
于“民国三十六年”，题
曰“宜兴筹设公医院建
筑募款征言序”，全文
546 字 ，由 沙 彦 楷 撰
文。这块青石碑记录了
宜兴卫生健康事业创业
之初的故事。宜兴市人
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1949年4月宜兴解
放，公立医院被人民政
府接收更名为县人民医
院，1960年，医院第一
次搬迁至虹桥东侧原法
藏寺所在地，1963年春
迁至原县第二中学旧址
（现宜兴国际饭店地，原
县政府招待所所在地），
1975年第三次迁院至
原宜兴县第一中学校
址，即现在宜兴市人民
医院通贞观路75号的
院址。1984年，方可人
任县人民医院院长后，
凭记忆反复走访医院旧
址瀛园，几经周折终于
在县招待所内发现了已
沦落为垫脚石的这一募
捐碑。 （何小兵）

夏夜锡城声色动人
热门演出需要抢抢抢

随着夜幕降临，流光溢彩的城市里多了一重充满活力的声音：魅力歌剧、激情鼓点、动情
演绎……交织成这个夏夜里最动人的声色。匆忙的打工人，终于能够慢下脚步，走进剧场，
迎接一场心灵旅程。

宜兴市人民医院
启动整体搬迁
一块青石碑见证
宜兴公立医院创业史无锡城市艺术季和文化

场馆月正火热进行中，这也为
线下演出提供了丰富的优质
内容。一些传统经典剧目如
《珍珠塔》依然有市场，在此基
础上，“创新”成为了这个夏季
的本土剧团的关键词。

在无锡市民族乐团《大闹
天宫》国风音乐会的现场，走
下舞台的“舒克贝塔”成为全
场的焦点，引得现场的小朋友
惊呼连连，追着老鼠满场跑的
黑猫警长更是把气氛推向了
顶点，观众席上，大家纷纷掏
出手机拍照留念。“从舒克贝

塔手里接过的糖果，小朋友吃
完了包装纸都舍不得扔，要带
回家留作纪念”，带着4岁孩
子前来观看表演的陈女士说，
很难想象这是民族乐团的演
出，可以这么热闹这么有趣味
性。

前不久刚刚落幕的《满江
红》国风主题音乐会，搭乘正
在热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
的东风，将很多曲目与唐风和
唐诗进行了结合，演出通过线
上直播联动，吸引了4万多人
次的观看。

“今年我们和市属院团的

合作更呈现出小而美、小而
精的样态，通过提前介入创
排，在舞台的打造上更具沉
浸感”，无锡大剧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如传统表演形式评
弹、滑稽戏，正是通过空间布
局的全新打造，给人焕然一
新的感觉，本周五即将上演
的小剧场锡剧《红豆》也是一
次先锋尝试。“无锡本土院团
今年在表演形式和内容上都
有创新，这也直接使得观众
群体突破了原有的小圈子，
走向了大众化，吸引更多群
体走进剧场。”

从两极分化到“雨露均沾” 观众喜好更加均衡

本地剧团持续发力 创新舞台别具风采

百美汇影院的一个隔间
里，微黄的烛光点亮了一室温
馨，一曲轻灵的《森林狂想曲》
拉开了一场疗愈音乐会的序
幕。狭小的房间里，四十个观
众坐得满满当当，表演者被围
在中间，钢琴、吉他、响铃、英
国管、双簧管、竖笛等乐器就
在手边，没有被提前告知歌单
的观众就像在开盲盒，每一首
音乐都是一场惊喜的排列组
合。和传统舞台表演不同的
是，表演者和观众近在咫尺，
一曲终了，还能聊上两句。

市民朱女士一人前来，跟
着音乐节奏轻轻摇摆的她，感

觉卸下了一身疲惫，“这样沉
浸的演出可以让人扫清杂念，
很舒服！”现场，像朱女士这样
的独行者并不少，还有不少家
长带着孩子来感受音乐熏陶。

“很多剧院里的演出大家
都是正襟危坐的，我们希望创
造一个休闲放松的空间，让大
家可以任意摆放一个比较舒
适的姿势，用音乐来传播正向
情绪”，活动组织者醉猫告诉
记者，音乐也是一种疗愈的手
段，当天现场的一名表演者就
是音乐治疗师，在表演的同
时，还会用语言引导大家放松
紧绷的情绪。当代生活节奏

快，紧张的学习、工作常常使
人倍感压力，今年以来，这样
的盲盒音乐会每周都在举办，
现场都是座无虚席的。“很多
观众反映，晚上来听这样一场
音乐会可以静心凝神，回家睡
个好觉，我想这就是我们持续
做下去的意义。”

从脱口秀到音乐会，在锡
城不少并不起眼的空间里，这
样休闲解压、博人一笑的演出
正在不断聚集人气，它们也日
渐成为锡城文化演艺市场的
一支重要力量，满足着不同群
体的个性化需求。

（晚报记者 陈钰洁/文、摄）

小众演出人气十足 多元满足个性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