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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记者林晓云图/剧院提供）
火了几年的舞剧再度来厦门上演，嘉庚剧
院这个周末的汉服“含量”很高。从周五晚
到今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
里江山图》在嘉庚剧院四场连演，其中有一
场还是因为三场的票早早售罄，特意又加
开的场次。这部曾出现在央视春晚上的舞
剧，让观众似乎穿越回宋朝。

嘉庚剧院为了让观众沉浸式“入画”，
打卡的方式很丰富。走进剧院能看到，人们
在绝美布景前排队拍照。穿汉服前来的观
众太多，剧院还贴心提示不要梳太高的发
髻，免得遮挡后排观众的视线。剧院还安排
了汉服试穿体验，很多人现场也过了一把
瘾。此外，不少女生还体验了演出前的国风
妆造，眉毛、额心被画上了花钿妆。现场还
有中国传统游戏现场投壶的体验，投中者
有的还拿到了千里江山图相关的礼品。更
多观众不忘盖章——在票上、节目册上盖
上厦门站限定“只此青绿”剧目章。

“我觉得看演出，‘看’只是一部分吧，
重要的是体验和互动，比如看之前了解宋
代文化和这部剧的内容，然后穿着汉服来，
很有仪式感，看完后还会写感想在平台上
发一下，看看别人的观感。”已经是第二次
观看《只此青绿》的黄小姐说，像这种大热
剧，“票都得设闹钟来抢的”。

《只此青绿》通过“展卷、问篆、唱丝、寻石、
习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讲述了一位故宫
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视角

“窥”见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
昨晚的演出一如既往体现了《只此青绿》舞美
的震撼。舞台做了同心圆的巧妙设计，还原了
中国传统画卷的“展卷”过程。画中天地无边，
山水无界，剧情在行云流水间转化。

舞台设计和舞台调度采用地面转台和
空中圆弧机械动作，创造出了“天旋达到3
圈，地转达到4圈，上下左右都可移动”的舞
美效果。

舞台尽显“中国色”，除了“青绿”是最
浓墨重彩的颜色，还有白色的丝绢、靛蓝色
的篆刻、赭褐色的石、青灰色的笔、黑灰色
的墨……女官出现时着大红官服，男子着
粉衣簪花，《只此青绿》的服装，回溯了宋代
美学的特征和服饰样式，强调留白气质、概
括和简约。此外，《千里江山图》原画中，山
石间的小白点、小白人，也用统一的色彩营
造大宋盛世。

森林性多肉植物，大多生长在
热带、亚热带雨林中，故名。主要分
布在南北美洲，少数种类分布在非
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多为附生类
型。它们包括仙人掌科、胡椒科、茜
草科、水龙骨科和萝藦科等科中的
一些种类。通常生长在其他树木的
茎枝树洞中，枯死倒伏的树干也成
为它们的栖身之处，由于那里积聚
了大量腐烂的枯枝败叶，腐殖质非
常丰富，给它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
条件。

附生类型的仙人掌类植物也和
其他附生植物一样，茎部常有大量
的气根，通过气根可以补充呼吸，另

外还可以借助气根攀缘向上，以获
得较多的光照。它们还表现出一定
的旱生结构，茎通常为肉质，成较细
的圆柱形、棱柱形或肥厚的扁平状，
开花常在夜间。

在降水充沛的热带雨林为什么
会有旱生结构？这是因为它们比较
喜光，生长在热带雨林的上层，得不
到土壤中水分的补充。另外，热带雨
林的降水量虽多，但很不均匀，又因
终年高温，蒸腾作用强烈。雨林中植
物数量极多，一般从上到下常有 10
层以上不同类型的植物，竞争十分
激烈，因此，为了生存，它们都表现
出一定的旱生结构。

“沙漠玫瑰”里有非洲霸王树
森林性多肉植物展馆完成提升改造，植物园新增宝藏打卡点

走入厦门植物
园改造完毕的
多肉三馆——

森林性多肉植物展馆，枝
繁叶茂的沙漠玫瑰映入
眼帘。虽然还没到花期，
但三三两两冒出的花朵
也带给人不期而遇的惊
喜。近日，随着该展馆改
造完毕，沙漠玫瑰、贝信
麒麟、仙女之舞等纷纷

“现出真容”。在一个馆区
内，既可体验密林的葱郁
苍翠，又能感受到沙漠的

“旱生”风情。让我们随镜
头先睹为快吧！
文/记者沈淑婷通讯员陈琳
图/记者刘东华

植物园的多肉植物区占地面积
约4公顷，建有仙人掌展馆、多肉植
物展馆、森林性多肉植物展馆和室
外展区。市民游客所钟爱的网红打
卡点一般集中于仙人掌展馆、多肉
展馆（俗称一馆、二馆）以及室外展
区。而实际上，沿仙人掌展馆左侧小
路前行，曲径通幽处，就可抵达本次
重装登场的森林型多肉植物展馆。

森林性多肉植物区，一直以来
主要展出的是附生型的仙人掌科、
茜草科和萝藦科等多肉植物。“此次
改造，增加了以沙漠玫瑰为主的园
林造景，又加入以贝信麒麟、仙女之
舞、非洲霸王树等为代表的大型多
肉植物，配以展馆内原有的多种附
生类型的多肉植物，疏密有致，移步
换景。”植物园多肉植物区负责人李
兆文介绍。

一进正门，大株沙漠玫瑰迎面
而来，还没到盛花期的它们捧出小
而精致的花朵，用自己的方式迎接
宾客。细看花朵，外围仿佛挑染成了
深粉色，而到花心处，就渐变成了浅
粉白，娇妍活泼。值得注意的是，本
次改造完毕后，不少新移植的沙漠
玫瑰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捕梦网、
摇滚星球……细看身份证上的

“ID”，每一株都别具特色。
别看环绕四周的猴尾柱这个季

节光溜溜的，略显“枯燥”，如花期一
到，“猴尾巴”上就会冒出一簇簇红
色显眼的花朵，彰显娇艳。此外，原
本屈居一馆二馆，作为明星多肉植
物背景板的眼树莲等萝藦科植物，

在这里也脱颖而出，成了观赏主角
之一。

不仅如此，改造后的展馆角落
也藏有惊喜。据介绍，多肉植物在生
长期间，受外界多因素影响可能会
发生变异，产生不同形式变化，也就
是俗称的缀化、锦化及石化。在改造
后的园区一隅，一株缀化的非洲霸
王树立于树墩之上，格外显眼。园区
内还有多处古朴、自然的树墩造景，
都是植物园变废为宝，利用老化、死
去的树干改造而成的。

李兆文说：“接下来我们也会不
断丰富这里的植物品种，特别是花
色艳丽的开花多肉植物，并且增加
附近的指引标示牌，让更多市民、游
客从一馆和二馆出来后，也到三馆
中来，进一步丰富大家的观赏选择，
也串联起旅游动线，为大家展示更
琳琅满目的多肉植物世界。”

《只此青绿》连演四场
剧院安排穿汉服体验

什么是森林性多肉植物

科普链接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于 2021 年底曾
来过厦门，在闽南大戏院跨年连演三场，
当时每场票也都销售一空。《只此青绿》由
被媒体称为“中国舞坛双子星”的总编导
周莉亚、韩真共同执导，故宫博物院、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人民网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出品。

■《只此青绿》在厦上演受观众追捧。

■
《
只
此
青
绿
》
剧
照
。

■植物园变废为宝，用树墩造景。

■疏密有致，移步换景。

■市民游客既可体验密林的葱郁苍翠，又能感受到沙漠的“旱生”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