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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档长寿节目见证“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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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小家”建“大家”

  平米爆改两室两厅一厨一卫、把   平米

的蜗居改造成三代人同住的温馨之家……播出

  季以来，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打造过不少

“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极限案例，节目中“小家”

变“大家”的空间魔法，更为观众津津乐道。

但熟悉这档节目的观众会发现，这些年，

《梦想改造家》有了更多跨界。比如本季在广东

潮州大吴村改建的村活动中心“榕树下的家”，

又比如即将与观众见面的陕西安康“安心康乐

的家”改造项目。它们不再是一家几口人的小

家，而是影响着一整个社群的“大家”。

为何要探索“大家”的改造？

“从初心来说，我们一直想表达的是追求美

好生活；但在美好生活里，‘大家’一定会起到更

重要的作用。”段红坦言，这些年《梦想改造家》

涉猎的“大家”包括养老院、学校、医院以及城市

更新项目，初衷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让设计发

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过去能从一个家庭的改变

中学到一些东西，现在，我们也想做更多的工作，

直接地推动一个社区的改变。”

以即将登场的陕西安康“安心康乐的家”为

例，改造目的是为当地的留守儿童、老人送去陪

伴和关怀。“我们想在当地做一个乡村综合体，

让更多年轻人能通过实践，助力乡村经济，成为

当地老人、孩子的陪伴。”段红说。

这也是分集导演张轶感受最深的一点———

留守当地的孩子和老人，虽然生活上已经脱贫，

但心灵却难免孤单；而改造的重点，不仅仅在于

更好的学习环境，还在于如何为乡村留住更多的

人，“当地小学老师告诉我，老师们都是用爱来

关心学生，但是他们始终代替不了父母”。

但用设计改变社区，又谈何容易。张轶透露，

单是施工过程，团队就先后遭遇雨季的影响、大

型设备进场困难等一系列麻烦。而为了真正激发

安康当地的经济活力，设计师和团队还四处走

访，调研各类农副特色产品的销售，并最终在设

计中加入新的元素，希望让特色产品以直播等形

式拓宽销路。

不仅如此，首次走出国门，《梦想改造家》的

马来西亚之行也是挑战和难度兼具。在“热爱雨

林的家”中，团队面对的是中外团队两种不同的

工作状态：一边是讲究快乐工作的“慢风格”，一

边则是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

“当地建材商刚开始觉得我们一定不能按

时完成；后来看到进度时，他惊掉了下巴，完全想

不到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好的呈现”，段红

笑言，其实节目组常常会收到海外华人华侨的报

名，这一次终于有机会真正走出去，“我们也想

看看在不同的文化差异下的有趣碰撞。再加上中

国设计进步很快，我们很想向世界展现中国设计

的力量”。

从“住得下”到“住得好”

作为一档长寿节目，走过   季的《梦想改

造家》称得上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家居观”，家

具定制、干湿分离等等装修理念，如今已是深入

人心。

回看这些年的变化，段红认为，节目的历程与

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比如大家越来越认识到

设计师的作用，开始愿意为设计付费；比如过去大

家想到装修就是金碧辉煌的罗马柱，但现在的审

美更多元、更健康。还有早年我们做的最多的，是

住不下的小房子，但这些年来报名的房子越来越

大，不再只求‘住得下’，也讲求‘住得好’。”

不仅如此，《梦想改造家》也捕捉到了许多

社会热点的变化。尤其是在学区房“降温”、养老

房“升温”的背景下，本季出现了多个适老化改

造以及针对渐冻症患者的家居改造的项目。

“中国的设计发展到了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但在细分领域，还缺少一些更专业化的设计。”

段红感慨，选中适老化改造项目，主要是为了抛

砖引玉，“我们有为医疗机构做设计的设计师，

那么有没有人做有医疗需求的家用场景？目前来

看，行业还没有细分到这个程度，但伴随着社会

发展，未来人们一定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希望

节目成为一种引领，让更多设计师看到，这些细

分领域也是有市场的。”

以张轶在厦门拍摄的一个养老改造项目为

例：三兄妹即将退休，关系亲密的他们希望能在

一起“抱团养老”；但考虑到目前的身体状况，设

计师提出了“预设性养老”的概念。“因为这些

老人的身体状态很好，所以暂时并不需要那么多

给腿脚不便的老人的无障碍设施，而需要在改造

时给未来他们真正要使用到无障碍设施，留出可

微调的空间和尺寸。”

与这档长寿节目相伴而生的另一个有趣细

节是，许多当年被节目所震撼的观众，如今也成

了“行家”。有一次，节目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家

装材料，弹幕里立刻有网友“实时解析”，这让段

红相当意外：“以前是我们把节目做给专业领域

的人看、对观众进行普及；现在，观众都是行家，

他们真的很懂！”

她因而感慨，这对节目组未来找寻设计师与

合作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希望未来节目

  还能有更长线的发展，将更多专业化的活动

带到线下，“像适老化改造，我们也想尝试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把‘梦改’的标准推广到现实生活

中，给有实际需求的人们开放一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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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开始的时候，《梦想改造家》 的导演

们依然在紧张的工作中。

一边， 是将在 12 月 25 日播出的收官之

作的后期制作。 这个在陕西安康进行的乡村

改造项目，用设计的方式，完成了一种对乡村

留守儿童、独居老人的关怀。无论是从创意方

案、施工难度还是后续帮扶的角度而言，它都

极具挑战。

另一边，是位于马来西亚的“热爱雨林的

家” 的项目收尾工作。 尽管当期节目已经播

出，但首次跨国展开的改造，依然有大量协调

工作要完成。

然而，谈起工作细节，总导演段红依然兴

致勃勃。在她眼中，这档已经走过 11 季的长

寿节目，常常会带来触动人心的感受，它看到

了许多人对小家的爱与付出， 也见证了很多

“大家”背后公益的力量。“我们一直想坚持的

理念是‘以人为本’，希望展现更多的生活样

态———美好的生活就是由你选择的生活样态

呈现的。我们相信，你愿意努力，就可以找到

一种能够实现理想的生活样态。”

这个礼拜，汾阳路 150 号上海沪剧院漂亮的

小洋楼里迎来了沉浸式沪剧体验剧场《日出》 的

演出。不同于平时在传统剧场里看沪剧，这一次

的观众走进了百年历史的小洋楼，和演员们在同

一时空中完成了一场穿越百年的“时空之旅”。

环境式小剧场与沪剧相结合
百分百原汁原味“沪剧味道”

    年，上海沪剧院首次将曹禺经典作品

《日出》搬上沪剧舞台，后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

演绎，成为沪剧经典作品之一。

当下流行的环境式小剧场与戏剧相结合，这

也是传统沪剧在创新发展上的一次大胆尝试。本

周，记者去体验了一下     “沪剧  ”版《日

出》。

走进小白楼，可以看到进场区很有仪式感。

红色的天鹅绒幕布上挂着复古味十足的演出牌。

这里的老唱机、旧家具、麦克风，瞬间就带你穿越

回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跟着工作人员的引导，沿

着小白楼的螺旋楼梯到二楼，演出已经开始。表

演区域就安排在小楼原本的客厅区域，可以说是

百分百沉浸式了。

演出本身是上海沪剧院的专业演员担纲，不

用担心，绝对是百分百原汁原味的“沪剧味道”。

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演员就在你身边，和平时

的镜框式舞台相比，坐在演员真人身边看表演，

这么近距离，观演感受自然是更震撼和生动的。

另外，因为观众的观演区安排在演员动线的

两边，演员在中间区域来回走动。这样的空间设

置，让人一坐下来就瞬间有了看时尚大秀的感觉。

这里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可以仔细看一下

“陈白露”身上的旗袍，是由“苏绣皇后”姚建萍

亲自设计并手工刺绣的高定旗袍。

还有一个小贴士，演出中的家具和道具也是

大有来头，是“木雕泰斗”陆光正运用“东阳木

雕”传统雕刻技法制作的精美家具摆件。

这样做的原因，沪剧院是希望以沪剧为载

体，让大家可以更近距离地感受长三角的国家级

非遗瑰宝的魅力。

观演建议：

小白友好、老观众可打破舒适区

每场演出的时长是    分钟，没有中场休

息。为了保证每一位观众的沉浸式体验，每场的

观众座位数限制在   个以内。

目前开出的场次有      的下午场和    

  的晚场，选下午还是晚上取决于你想欣赏黄

昏还是夜晚时分的小白楼景色。

每场演出前还安排了   人左右的    尊

享观众体验活动，时长约   分钟左右，由剧中

演员为观众介绍沪剧的历史和小洋楼里更多的

有趣故事。体验活动里，演员还会唱几句经典沪

剧选段，最后还会有互动教学。

这样的沉浸式演出适合怎样的观众呢？对于

沪剧的老观众而言，这应该是一次感受不同演出

空间和方式的机会。而对于更多没有看过沪剧的

观众，这更是一次了解“上海的声音”，以及感受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有趣体验，可以说是完完全

全的“沪剧小白友好”。

目前第一轮演出会持续到明年  月  日，

   的票价是    元，普通票是    （有 8 折优

惠）和   元。上海沪剧院方面表示，这将是一个

长期驻演的项目，第一轮演出结束后，也会根据观

众的建议和要求继续在演出形式上进行升级。

晨报记者 邱俪华

老洋房里看沪剧，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