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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忆船政》今日马尾首次公演
这是中国首个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也是活化利用工业遗存的又一典型案例

“救命神器”
福州地铁全线覆盖

全球渔获即将在连江上岸
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口岸联检中心本月底投用，届时

将破解远洋渔获上岸难、卸货难窘境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通讯员 吴丹红 文/图 新福建

12月22日，中国首个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最忆船
政》首次公演新闻发布会在中国船政文化城举行。记者了
解到，《最忆船政》将于12月23日在福州马尾正式上演。

《最忆船政》演艺项目自2023年1月正式启动，是国内
首个折叠渐进式剧场、首台船政历史题材立体演艺秀、首场
海洋强国多维体验剧。《最忆船政》常态化演出后，将成为福
州新的文化名片。

福建船政文化管理
委 员 会 主 任 刘 江 远 介
绍，自 10 月份开始，《最
忆船政》进行了近万人
的内测演出，获得了世
界航海装备大会、侨智
大会等来自世界各地与
会嘉宾、专家学者的高
度肯定，是福州新的文
化名片。接下来，将坚
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以《最忆船政》
演艺等项目为抓手，打

造国内标杆文旅企业，
推动船政文化保护传承
工作高质量发展，讲好
新时代船政故事，持续
擦亮船政文化名片。

海军史专家陈悦表
示，《最忆船政》从创作初
期就做了大量严密的考
证和采风工作，在尊重了
史实的基础上又融入、发
扬了闽地文化，用极具艺
术性的方式将鲜为人知
的历史、风俗等在这样的

平 台 上 推 介 给 更 多 游
客。同时，它不同于以往
的文旅作品，在思想性、
历史感上具有新的高度，
是船政研究的最新成果，
也是最特殊的成果，必将
助推船政文化成为福建
文旅最具分量的名片。

《最忆船政》出品方、
总制作人王盛表示，《最
忆船政》是该公司旗下第
19 部文化作品，大量运
用了人工智能技术，高科

技与艺术高度融合的目
的，是要让观众能站在现
在回望历史，展望向海图
强的未来。该剧总导演
黄辉表示，剧中让当代的
一群十几岁中学生的时
空和 157 年前第一批十
几岁船政学员的时空，在
船政真实的发祥地平行
交织，在同一个工业遗存
的折叠渐进式剧场中，形
成了精神的传承和跨时
空的呼应。

《最忆船政》剧场坐落
于中国船政文化城内，其
前身是1975年建成的马尾
造船机修车间。

马尾区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福建船政文化管
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刘江远表示，船政是中国

船政文化的发祥地，近代
海军的摇篮。中国船政文
化城是全国保存最好、体
系最完整的近代工业文化
遗产，船政遗址群更是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坚持“活化是为了更
好保护”这一原则，《最忆

船政》剧场改造是根据机
修车间自身的特点，结合
多种现代高科技手段，在
有限的工业车间内进行了
技术性改造，打造了国内
绝无仅有的折叠渐进式的
创新演艺剧场。

与常规演出的固定观

看模式不同，《最忆船政》将
剧场、舞台、观众席功能一
体化设计，打通了广场、车
间、码头、闽江，形成“内+
外+内”的全新观演路线。
观众将坐在可渐进移动的
观众席上，跟随不断折叠变
化的剧场进行观演。

据介绍，《最忆船政》由
150多人的核心创意、制作团
队，100 余人的演职人员团
队，历时 800 多天精心打磨
而成。全剧以船政的历史作
为背景，隐喻中华民族近代
百年图强复兴的不朽征程，
用“大写意”的艺术思考，将
157 年的船政时光浓缩进 1
个多小时的演艺中。

《最忆船政》全篇共分
为《少年歌声》《孜孜以求》
《制器救国》《战火忠魂》《血
脉相承》《航向光明》《折叠
时光》《向海图强》八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整场
演出运用超过300多套独立
机械设备，近50多种不同形式
的折叠动作集伸缩、升降、移
动、翻转旋转及联动小机关
等多重变化于一体。机械变
化的复杂程度与制作难度，
可谓文旅演艺行业之标杆。

复杂的机械变化结合
前沿多媒体技术、灯光、舞
美、特效等形成视觉上的二
次折叠，视觉效果与演员表
演虚实结合，历史场景与现
代科技古今交叠，将给福州
带来超现实的视觉盛宴。

活化工业遗存：
剧场前身为马尾造船机修车间

超视觉盛宴：
复杂的机械变化与演员表演虚实结合

新文化名片：
是船政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最特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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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政文化城重新开放后，成为福州新的打卡点（资料图）

剧场大量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剧照图）

剧场的前身为马尾造船机修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