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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的演员，很大
一部分是来自山东青年政
治学院舞蹈学院的学生，
几乎都是“00后”。

21岁的邱德源，就是其
中一位，在剧中，他饰演“小
尾巴”一角。“当时导演组到
学校挑选演员，因为舞蹈功
底扎实，就被选中了，去年6
月来到福州，开始了我与
《最忆船政》的缘分。”

在这 9个月里，邱德源
吃了不少苦，创排期间每

天上午10点集合，凌晨3点
收工，邱德源总能累得沾
床就睡，但辛苦的同时，他
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9
个月的排练、演出，邱德源
也从一个青涩大男孩，成
长为一名热血男儿。邱德
源不止一次强调：“从前，
我对‘船政文化’、‘海军摇
篮’一无所知，而我现在才
真正体会到先辈们的伟
大，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
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邱德源说，不知怎么的，每
当演戏时，他的泪水就会
止不住地往下流，其他的
演员也是如此。而他也可
以看到，台下的观众都在
抹泪。

演员很拼，参与这部剧
的其他工作人员同样拼。
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的傅
雪辰也参与过《最忆船政》
的创排工作，她告诉记者：

“当时每天深夜，演员结束
工作可以休息了，此时，灯

光、机械、视频、音乐等部门
的老师进场，他们要利用凌
晨到早上的这段宝贵时间，
进行灯光、多媒体、机械设
备的排练调整等工作，因为
不能占用演员的排练时
间。我们的音乐总监赵博
老师曾在剧场里累倒，被
送到马尾的医院，做心脏
支架手术，还好抢救了回
来。如今回想，那段时间
大家真是为了这部剧全力
以赴拼了！”

《最忆船政》是怎么炼成的？
2亿元打造首部船政历史题材演艺秀，春节期间一票难求；演绎的不只是马尾的

故事、福州的故事，更是中国自强不息的故事

一出戏的精髓在于剧
本。《最忆船政》如何展现
出“船政精神”？

剧本创作之初曾有两
个方向，主创团队展开过
激烈的讨论。一个方向是
书写历史，把船政150多年
历史中的重要历史片段截
取出来进行表现；另一个
方向是写意式的，重点在
于刻画船政乃至中国近代
海军的精神，让观众能够
快速对船政、海军历史产
生一种直观的印象。

研究历史的陈悦力挺
“ 大 写 意 ”表 现“ 船 政 精
神”。陈悦说：“这出剧既然
是‘印象’系列，关键在于给
人一种印象、一种感受，不
一定通过这出剧去知道哪
一年创办船政、哪一年马江
海战开战……但会给观众
一个深切的感受，引起了兴
趣与热爱，去了解这段历
史。我比较不赞成把演艺
作品排成历史纪录片，演艺
作品应该保持自己的特点，
用轻巧、引人入胜的形式，
来传递出有关厚重历史和
宏大叙事的印象。”

经过讨论，主创团队最
后定出的目标是：做一部体
现船政精神的剧，从这出剧
里，我们要看到中国。将民
族复兴和文化自信等内容，

巧妙地结合进剧中。
剧中反复地出现“升

红旗”的桥段，这是陈悦在
他的历史著作里最先整理
出来的。“中国近代海军历
史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
是从马江之战最先出现
的，当时被侵略者打成重
伤的几艘中国军舰，都出
现了在沉没前把桅杆上破
损的旗换下来，升起了一
面崭新的红旗，以示绝不
屈服。后面甲午战争的黄
海海战中，同样的事情又
发生了；到了抗日战争时，
中国海军上也发生过这种
悲壮的升旗。至于红旗，
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海军中
真实的存在，是代表勇敢
战斗的旗帜。我们提炼这
个元素作为贯穿全剧的一
个线索，表达的是精神的
传承。这面永远飘扬的红
旗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坚韧
不屈的精神。”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员会书记、马尾区委书
记庄永智称，这部作品在
传承和弘扬船政精神方面
具有深远的价值，已成为
讲好新时代船政故事的福
州文化“新名片”，也将推
动福建船政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1866年12月23日，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的船政破土动工，从
欧洲订购机器设备，聘请西方工程技术人员；设立船政学堂，培养本
国的工程和海军人才。船政开创了中国海军、舰船工业、新式大学教
育等一系列新生事物，以此为国家追求自强，这种学习先进科学知
识、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模式被誉为“中国自强之道”。

157年之后的2023年，在马尾的船政旧址中国船政文化城里，一
间1975年落成的老厂房进行改造，建起了一个特殊剧场，一出海洋强
国题材、船政题材的文旅演艺《最忆船政》在这里上演，将157年的渐
进时光浓缩进了近80分钟的演艺中。在剧中可以听到船政学堂琅琅
的读书声、甲午海战的连天炮火声；再次见到船政先贤的形象：沈葆
桢、严复、邓世昌、魏瀚、陈兆锵……

3月10日，经过短短78天，《最忆船政》迎来了第100场公演。又
是爆满！连主创人员也出乎意料，这出刻着“马尾”“船政”标记的演
艺秀自2023年12月23日首映以来能如此爆火出圈。

《最忆船政》总监制、船政史专家陈悦说：“这部剧能火，我觉得并
不是偶然的，从内容上说，这不仅仅是马尾的故事、福州的故事，背后
刻着的实际是‘家与国’，是体现家国情怀的艺术诗篇，能够引起最大
范围共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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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部海洋强
国主题多维体验剧”、“第
一部船政历史题材立体演
艺秀”、“第一座折叠渐进
式剧场”……拥有多个“第
一”的光环；公演 100 场，
近 3万人次观看（每场 400
个座位），好评如潮，着实
不易。

“福州人最初听说这
部剧的时候，很多人可能

还会犹豫，一部在马尾创
制的剧，能有多好看？200
多 元 的 门 票 ，性 价 比 高
吗？”《最忆船政》总监制陈
悦告诉记者，“这部剧是靠
自身的品质把自己带‘火’
了，而且在各个社交平台
上，很多外地观众把这部
剧‘炒热’了！”

因为马尾离福州火车
南站、长乐机场都相对更

近，于是，春节期间很多外
地游客将马尾的中国船政
文化城作为福州旅行的第
一站或收官站，结果让他
们惊喜，《最忆船政》为他
们的这次旅行增添了完美
的体验，还有很多外地观
众原本是冲着“印象”系列
的 品 牌 ，来 追 这 最 新 一
部。《最忆船政》是“印象”
系列的第十九部作品，看

了剧，他们热血沸腾，热泪
盈眶，成了“船政粉”——

“火车票都订了，看完了这
部剧，还想去船政文化博
物馆多了解一些，那下一
次再来吧。”一位网友在社
交平台上评价道。

“咸鱼”APP 上大多是
卖货的，但竟然也有游客
上“咸鱼”加价求购《最忆
船政》的门票。

历史专家陈悦参与
《最忆船政》让很多人感到
惊喜。陈悦除了在海军
史、船政史研究方面著名
外，他还曾经参与创办过
文化景区，有着“跨界”的
独特经历。2021 年秋，船
政演艺项目正式筹划，陈
悦最初作为顾问，为创作
出谋划策，提供历史素材
和创意。而后担任总监
制，为全剧的内容把关，从
历史和文化方面“保驾护
航”，最后又兼任运营负责
人，努力让这部剧演好、让

票房卖好。
《最忆船政》总投资 2

亿多元，其中最大的投入是
把船厂的老车间改成一个
高科技的梦幻剧场，这是个
超级复杂的工程，6000多平
方米的场地里，摆满 300多
套独立舞台机械设备。

陈悦介绍说，其“折
叠”“渐进”理念、老车间改
造利用等理念，都是一流
的。

什么是“折叠”“渐进”
式演艺？

陈悦介绍说，简单说，

就是将舞台、观众席、剧场
功能一体化设计，突破传
统简单、相对固定的观演
模式。观众坐在可以移动
的观演区，仿佛置身时光
飞船，随着周边场景的自
动变化，如同穿越时间，一
次次打开两侧折叠的“史
书”，沉浸式体验跌宕起
伏、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

“我们的剧大部分是在
室内演出，场景由机械装
置不断变化，加上光影视
效的塑造，产生很梦幻的
体验；随着剧情的推进，突

然间整个剧场的墙打开
了，一道光照射进来，那一
刻大家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了，看到真实的闽江、真实
的城市楼宇、万家灯火，突
然间历史与现实发生交互
了，剧中向海图强的叙事，
在这一刻获得了奇妙的升
华，这个时候观众席还会
直接移动到户外，那种感
觉确实是震撼心灵。”陈悦
说，“全剧一共 8 幕，这部
剧使用的科技手段之多、
之新，目前是国内的实景
演艺里最突出的。”

拥有多个“第一”光环 不少游客成“船政粉”

高科技梦幻剧场 仿佛置身时光飞船穿越有多炫

演员常忍不住落泪 台下观众也在抹泪有多感人

一出演艺如何体现“船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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