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们也有告诉他们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时候，他

会自己去发现，这是一种感性的氛围熏陶，它

不是像数学题一样有绝对答案。”

全剧基本上是按节奏和段落来分为“微

观海底”、“沙泪”、“浮游世界”、“诗意海

洋”以及海洋公益宣传短片五个部分。“微观

海底”表现的都是海底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

局部，就像你从显微镜下或者特写镜头里看

到的画面，将其呈现出来；“沙泪”则是特别悲伤也是能量特别大的一段，当海底只剩下小

鱼和沙子，三位演员仅凭肢体和沙子的互动，就让不少观众看得泪目；第三部分“浮游世

界”，用生活垃圾做了一条大鲸鲨，专门吃浮游生物，影射了海底垃圾对海洋的危害；“诗

意海洋”，以朗诵泰戈尔的诗作《海边》来结束整个段落的演出，这首诗中写到了寻找宝

藏的采珠人、在船上航行的商人，他们都是大海的一份子。而诗中所说，真正与大海共生

的，恰恰是那些“不懂得如何游泳，不寻找宝藏，不知怎样撒网”，只知道“在自己世界的海

边游玩”的孩子们。“剧目的表达看上去会显得稍微有些抽象，那我们最后通过一个公益

宣传片，让大家从一个抽象世界慢慢走向具象的了解。”

很多人认为《海》是一部儿童剧，而在刘晓邑看来，他们给大多数自创剧目的定位都是

“2+”，也就是适宜2岁以上人群观看，这并不等同于儿童剧：“我们团队成员都是能做很

棒的成人戏的，再回过来做一些孩子也能看的东西，是因为给孩子做戏是最难的。我一直

相信一句话，越简单的东西越伟大。那么简单就是最难的，孩子们能看到的东西，有些大

人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他们已经被蒙蔽了。”

“沉下来”看世界，探索无止境

曾经在观赏《战马》的时候，很多人都被那些细致、复杂又高难度的肢体表演所折

服。当人们都在期待刘晓邑创作的肢体剧在难度上还能有什么突破时，他反其道行之，做

起了“减法”。《海》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没有华丽的舞台、灯光、布景，甚至没有台词，连

主角也只是一条皮影小鱼。刘晓邑透露，最早曾想的是让海底有很多条鱼，但最后却只选

择了一条鱼：“只有一条鱼，它特别悲惨。也正是如此，大家才能更专注地看那条鱼。当我

们做不到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表现出它的内心。做减法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在创作的时候总想做更多，其实往往你要学会做得更少。”

“说实话，观众在看这个戏的时候，观感是两极分化的。要么特别喜欢，要么非常不

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太安静，看不下去。而特别喜欢的，在看第一段的时候就会哭。所

以，能理解的人他可能会看得很深，因为它能唤醒你内心很多的东西。”针对现代人比较

浮躁的现状，刘晓邑希望通过这部剧让大家能够用“沉下来”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你

可以浮躁，但你也得知道生活是可以安静的，你是可以选择安静的，而不是说我只知道浮

躁，不知道安静。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可以选择狂欢，或者可以选择孤

独，这是你的选择。”

“我觉得我的黄金创作年龄还没有到，那种很好的状态可能40岁才能到来，现在就

一直在寻找和发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靠作品来记录我们这个年龄、所有生命的阶段所呈

现出来的状态的。”现在，刘晓邑又开始筹划起年底的新作，“我想做一个新剧叫《包子汤

圆馒头》，用中国元素和东方的饮食习惯，做一个特别好玩的肢体剧。”刘晓邑特别喜欢的

一件事情，就是不从文本出发，他喜欢天马行空，把脑子里的创想变为现实。“我觉得探索

这件事很好玩，所以就要一直探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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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肢体戏剧为海洋发声

刘晓邑、金曾、小雄，是“鲸鱼创艺”的核心创作者，三人都是学舞蹈

出身。但毕业之后，他们却选择了“做戏剧”这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道

路。说起刘晓邑，其实，很多人对其“《战马》中文版木偶导演”的身份更为

熟悉一些。2014年，刘晓邑、金曾和小雄全部通过了《战马》中文版的演

员选拔，刘晓邑更是成为《战马》中文版的木偶导演。为了更好地完成作

品，刘晓邑专门赴英国学习了半年的时间。《战马》火了，刘晓邑和他的团队

也收获了更多的认可。于是，他们用在《战马》中学到的欧洲木偶表演的观

念和技术，不断尝试和探索原创剧目。

2015年，剧组里的大多数人开始学习潜水，只要一有假期，大家都会结

伴一起前往菲律宾潜水。一次次的潜水过程中他们目睹了海洋一年年的恶

化、海底生物的日渐消亡。“我们经常去菲律宾的薄荷岛，那里有个潜水点叫

巴里卡萨，六年前我刚去的时候，那里的珊瑚特别地美，绿蓝黄红，特别色

彩斑斓。前几年开始，却慢慢看着它们变成了白色，直到现在它们已经瘫倒

在地，死了一大片。”《海》的导演刘晓邑谈起自己在海里亲眼所见的一些变

化，让人触目惊心。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水平均温度升高，珊瑚出现了白化和大面积死

亡；由于鱼翅交易和大面积捕杀鲨鱼，海里的食物链被破坏……“可能很多人

不清楚，珊瑚的死亡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三十年前，大规

模的珊瑚白化现象比较罕见，但近年来却越来越多地出现，说明自然环境的

破坏日益严重。”因此，这群热血的戏剧人就决定筹备一部作品，想把每次潜

水所看到的海底生态环境和被破坏的状况展现出来，为美丽的大海发声。

没有台词，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你可以
将它看作是一首诗、一幅画、一段舞，也可
以是一个海洋味道的美梦……

在距离我们似近似远的地方，有一片蔚蓝辽阔的海洋。手变成了小螃蟹，在沙滩上横行漫步；一束

光照进海里，一条小鱼正追着光游来游去；用黑色垃圾袋和塑料桶做的鲨鱼，暗藏在深海里逡巡，伺

机捕猎……多媒体形体剧《海》的舞台上只有三个演员，他们不断变换着肢体语言，让你通过皮影小

鱼的视角来看海底的一切，小鱼从一个二维的世界来到一个三维的世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遇见

螃蟹，遇见鱼群，遇见水草，遇见鲸鲨，遇见自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空间，忘记了一切……6月8日至18

日，上海新天地的石库门街区、太平湖畔和街头巷尾迎来了第三届“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如果你

在此期间，走进屋里厢博物馆，很有可能就会邂逅这部别出心裁的《海》。

让戏剧返璞归真

从最初的创意到下海拍摄，从零散的素材到编排成型，主创团队花费了近三年的时

间。在酝酿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他们还专门为作品中需要用到的海底真实照片、视频，特意

下海潜水近50次，带回了1800多张照片和超过2000分钟的录像资料，刘晓邑还自己剪出

了一部公益纪录片。

所以，在创作《海》的时候，团队决定就干脆做成连演出带影展的模式。“我们在演出

现场布置了一个小的展厅，观众可以拿着手电筒，进入到一个暗室里，通过手电筒的光线

来欣赏照片展。”刘晓邑解释，这么做是想还原夜潜的感觉，“我觉得，在海底夜潜的时候

是最美的。如果你白天在海底潜水看到的颜色是不真实的，它会最先把红色过滤掉，它的

颜色就不够真实，而晚上去潜水特别有意思，你打灯，海底的光就会折射出来，直射到某个

生物上，它的颜色才是真实的，特别漂亮。”所以，《海》的舞台灯光也大量采用了强光手电

筒，就是为了营造身处海底的氛围。

《海》的道具也很特别，洗衣机的管子、电焊手套、油漆刷……很多剧中道具都是就地

取材：“我的工作室里有一个大箱子，都是我平时收集的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小垃圾，然

后我想做什么东西，就从里面找，看能做出什么样的好东西。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小物件，都

是非常日常的，但做成道具使用会让你意想不到，也会用在特别意想不到的地方。”

因为没有台词和剧情，剧目之间的关联性需要观众自己去发现，这是刘晓邑刻意所为

的，他希望观众在看的同时，能跟他们一起思考。刘晓邑说，之所以不想给观众呈现太故事

性的内容，因为怕打断观众对海底空间的想象。“海底它就是神秘的、未知的，我们对海洋

的了解太少了。所以，我们的整个呈现是比较神秘和未知的，观众看的时候，他能想到什么

就是什么，我们是想要观众自己去感觉，而不是我告诉你这是一条鱼，那是什么，当然我

一条游在舞台上的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