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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体育学院毕业生张春阳将国内首部原创浸没式戏剧项目落户沈阳，他希望从故乡
沈阳开始将中国浸没式戏剧文化传播开来，让祖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
的浸没式戏剧，并将最经典的作品展示在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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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体育学院毕业生
将国内首部浸没式戏剧项目落户沈阳

创业·人物

大三建立广告公司 毕业后继续当创业者

90 后的张春阳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
2010级，如今是上海聚献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

张春阳的创业之路始于 7 年前。那
时候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正赶上国家支
持大学生创业，一直有着勇于尝试性格的
张春阳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了创业大军的
队伍。

“我的创业团队全部来自校园里的兄
弟姐妹们，大家都是在校生。那时候我选
择创业项目是做校园媒体，我们自筹资金
购买了许多广告屏幕铺设在大学校园的

寝室、食堂、教学楼等地方，一方面帮学校
传达通知，另一方面招商一些广告播放。
大四开始有了投资人给我们提供更多的
资金和办公场所，当时这个项目干得还挺
不错的。”

由于一年多的创业经历，张春阳喜欢
每日都在迎接挑战的创业者身份。“因为
我创业的心是坚定的，后来毕业以后，因
为媒体做得不错，与沈阳团市委达成了一
个官方校园媒体的合作，有幸也成为了全
国 12 运的媒体赞助商，最后获得了当年
的五四创业奖章，得到肯定”。

三个月说服投资人 将戏剧落户沈阳

回到东北后，张春阳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凭借创业多年积累的信誉和人脉，张春
阳一边筹集资金，一边组建制作团队。“每
天都在跟各种投资人宣传这个戏一定可
以，我想做，希望各位能相信我”。

另一方面，张春阳在上海开始组建戏
剧的制作团队，导演、编剧、灯光、舞美、道
具、服装、化妆等等，作为制作人的他，为了
拿出最好的作品，他不惜“烧钱”跑到英国、
美国去看浸没式戏剧，对这种戏剧形式有
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跟导演、编
剧一起研究浸没式戏剧和自己准备制作的
浸没式戏剧的剧本。

最终，一部名为《幡灵迷境》的浸没式
戏剧作品出现了，制作人一栏上是张春阳
的名字。

在张春阳看来，浸没式戏剧擅长的领
域不是未来，因为特效做不过电影；也不
是现在，因为无法给大家带来从未见过的
体验，所以，做历史题材比较好。“我想做
中国经典文化，因为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发
现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很有地位。”所以张
春阳团队选择了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

《聊斋志异》作为母题材，创作了《幡灵迷
境》的剧本。

而将自己想做的浸没式戏剧落户在哪
个城市，这个问题成了持续到开演都有争
议的事情，张春阳执意要将这个世界上最
先锋的文化形式的作品落户家乡沈阳。“沈
阳，这个养育和培养我的地方，我就要回
来！而且是带着我这些年所学来的东西。”
张春阳回忆当时刚好赶上沈阳推出了“三
引三回”的政策，他响应母校号召，义无反
顾地说服所有人，做了这个决定。

这在所有人的眼里，可能都是有些疯
狂的。“对于投资人来讲，听到我要将剧落
到沈阳的想法，他们更大的担心是这种剧
在沈阳不会有市场。”张春阳花了三个月的
时间去说服投资人，给他们讲沈阳这座城
市一直都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只要作品
好，不怕没有观众；在沈阳做这个剧，与北
上广那些一线城市相比，投入的成本也会
少很多。

在做投资人工作的同时，张春阳没有
减慢创作的进度。“从制作到演出我几乎每
天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力挺项目前进，
其中每次投资人因为看完难理解，让我减
少舞段、增加语言、场景要明亮等。我都要
苦口婆心地讲述我对《幡灵迷境》这个作品
方向的解读，毕竟我是制作人嘛”。

观众给予支持 我们做好每一次演出

最终将沉浸式戏剧成功落户沈阳，张
春阳并没有松口气，他开始寻思着如何做
好戏剧第一次登陆沈阳的宣传推广工作。

借助网络，联合几个公众号发起了“万
里挑一的你”活动，征集免费体验这部作品
的 500名观众，每场 100观众，共计 5次演
出。“当时这个活动有1.6万人参与，参与的
人并不少，不少人对这一戏剧形式感兴趣。”
网友的反应，给张春阳第一次带来了信心。

2018 年，投资达 1500 万的《幡灵迷
境》第一场演出，在近3200平方米的超大
真实布景中展开，经过一年半努力的戏剧
从无到有，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张春阳说
自己当时内心没有想象的复杂和激动，更
多的是感到欣慰。“借用我们舞台监督的
话，刚刚做这部戏时，觉得如果做成开演，

大家应该得泣不成声自豪地哭。但一年
半的制作、搭建、排练、太多太多…让心情
反而平和与放松。”

更让张春阳感到欣慰的是，第一场剧
的 100 名体验官形成了这部作品的第一
个粉丝群，大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
邀请观众来体验的5场演出中，每场结束
的交流会都是我主持的，大家也很愿意跟
我交流创作经历。观众给的都是好评和
支持。我知道这部戏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也不乏有观众看得出来。我只能说每一
名《幡灵迷境》的观众，都是给予我们无限
的支持和包容。这是在东北做文化的希
望和火种。所以我们演出至今，没有一
场、一个演员、一个道具、一个工作人员是
糊弄的！”

张春阳将国内首部浸没式戏剧项目落户沈阳。 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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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小儿上海相遇 了解到浸没式戏剧

毕业后的张春阳依然以创业者的
身份进入社会，他觉得自己很幸运，结识
了很多贵人。“在大家一路帮助下，我的公
司与另外一个朋友的票务公司合并，开始
了大型演出的落地执行以及后来的投资
与制作。一次机缘巧合，我到上海办理一
个银行业务的时候，与我上海戏剧学院导
演专业毕业的发小儿严栋瀚时隔多年重
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吃了一顿火锅，
在谈论中，他说他在做浸没式戏剧——一
种世界上比较新的戏剧形式”。

浸没式戏剧概念最早起源自英国，近
年来在国际上十分流行，它打破传统戏剧
演员在台上，观众坐台下的观演方式，演
员在表演空间中移动。“浸没”顾名思义是

将观众完全包裹在设定的戏剧环境中，目
的是改变剧场中观众被动接受演出的固
定模式，鼓励观众主动探索剧情。也就是
说现场将不设置座椅，观众将近距离地观
看演员表演。

张春阳顿时对这一新奇的戏剧形式产
生了兴趣，“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浸没式形
式的粉丝，包括密室逃脱等所有体验类的
东西我都很喜欢。我当时就跟发小儿说我
喜欢这个东西，我没想到除了游戏的形式，
戏剧也可以做成浸没式，用艺术去表现浸
没式，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趋势。我准
备拉投资做这个戏剧”。张春阳的发小儿
当时听了还以为他开玩笑，说说也就过去
了。其实张春阳当时是真的很认真。

已接待3000名观众 网上评价都会翻看

张春阳说《幡灵迷境》演出至今，已经
陆续接待近 3000 名观众了，以沈阳本地
观众为主，也不乏来自省内其他城市及天
津等省外城市的观众。

网上所有的评价，张春阳几乎每天都
会翻看。“每次翻看我都觉得很欣慰，很感
动，我就还要做下去。当然也看到了我们
需要改进的地方，努力让我们的作品更加
完美。”

在张春阳看来，对于沉浸式戏剧的未

来，他有着自己想法。“我要让中国的浸没
式戏剧文化从沈阳开始。最近我一直在
筹备下一个城市的剧场选址以及投资洽
谈。我做浸没式戏剧的脚步不会停下，我
们力争做国内最大的浸没式戏剧制作及
运营公司，国内一站一站地做下去，然后
把最经典的作品拿到世界的舞台上，让所
有人知道中国的文化才是最经典的，是永
世不衰的。”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