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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田豆豆

节奏慢？听不懂？太老套？不存在的。夜幕降临，湖北武
汉晴川阁景区的一场楚剧表演，引得市民游客笑声掌声不断，
一些开场前还在刷手机的年轻观众，不到5分钟就津津有味地
沉浸在剧情中。

这出戏是武汉楚剧院的国风环境式新编楚剧《又从西厢
过》。“这是我第一次看楚剧，没想到楚剧这么有趣！”来自河南
的游客张女士说。演出中，她还主动举手“入戏”，为主角张生
和崔莺莺的婚礼献上才艺表演。

《又从西厢过》编创的故事可看作《西厢记》“后记”，展现的
是张生和崔莺莺婚后的日常生活。去年首演以来，该剧小剧场
版演出获得好评。今年春节前后，该剧再次改编后进驻武汉地
标晴川阁景区进行实景演出。

《又从西厢过》晴川阁实景版在剧中增加了一名丑角扮演
的打更人角色，通过他的串场解说，不少过渡性情节被压缩成
一句话，角色的身份、心情等也由他解说清楚。武汉楚剧院党
委书记韩笑介绍，楚剧念白一般用武汉方言，但在此剧中，除主

角外，配角特地改说“汉普”，也就是带有武汉口音的普通话，既
保留了武汉方言独特的幽默感，又让观众更易听懂。

更大的创新在于演员与观众的频繁互动。大约每10分钟便
有一次邀请观众“入戏”的情节。戏剧在张生和崔莺莺的婚礼中
开场，打更人化身主持，请观众上台即兴表演，为婚礼助兴。张生
在石磨倒地后，便从观众中寻找帮手：“有没有哪位壮士能搭把手，
帮小生把它抬起来？”被选中的观众上台后“浑身是戏”，抬起泡沫
塑料做的石磨却好像真有数百斤重，逗得其他观众哈哈大笑。

“楚剧本身的特点就是接地气，活泼、诙谐，实景演出中，我
们更是充分发挥这些特点。”武汉楚剧院青年演出团团长、《又
从西厢过》导演余维刚说，楚剧的诙谐和戏曲本身的唱念做打
相得益彰。武丑将插科打诨与武戏表演融为一体，小旦们爽朗
活泼，将花枪舞得虎虎生风，引来阵阵喝彩。

《又从西厢过》排演过多个版本，均由20多岁的青年演员担
纲主演。“实景演出要与观众互动交流，对我们的临场应变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刚开始我很紧张，但现在已经逐渐适应，在舞
台上更加放松自如。”张生的扮演者、青年演员宋健说。

晴川阁是武汉著名景点。今年以来，许多来到武汉的游客
在这里邂逅《又从西厢过》。“戏曲是传统的，但戏曲所表达的情
感可以跨越时空。希望这出戏能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真正拉
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观众的距离。”余维刚说。

（刊载于202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2版）

■长江日报记者晋晓慧 通讯员何宇炀 彭冲 肖佩 王瓒

“东湖，就是我的治愈系好友。”谈及东湖，过去很多人会推
荐观光线路——一条绿道、四大景区、33平方公里湖泊，看山看
水看花看鸟。长江日报记者观察到，如今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愈
发受到欢迎——寻一片“小而精”“美而暖”的湖畔目的地。今
天的东湖被赋予更多定义，风景之上，更成为一种美好生活本
身。

咖啡和音乐，这些诗意让人慢下来

4月19日晚，东湖绿道三期凌波门平湖珞樱观景台，以山
水为幕，湖山音乐会在这里上演。树梢在晚风中摇曳，歌手在
舞台上唱着蓝调歌曲，数百名游客或坐在休闲椅上轻声絮语，
或倚在木质平台栏杆上静静欣赏，或干脆站在台阶上轻摆身
体，沉浸在清凉湖风、浪拍堤岸与音乐韵律的交织中。

“坐在这里安安静静听一晚音乐，感觉身心都被治愈了。”
90后上班族赵馨说，周末加了一天班，晚上和朋友约了骑车来
了这里，“湖畔吹着晚风听歌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还有专程
从外地来汉打卡的游客。“之前就听说东湖的凌波门很美，想来
很久了，这里有一种魔力，能让人一瞬间慢下来，有被氧气充满

的感觉。无论是这片灵动的山水，还是背后的武大，还有这种
年轻的城市生活，从内到外的清新。”南昌游客邹梦思笑着说。

就在此地，凡是天气晴朗，日出音乐会就会举办——凌波
门栈桥，远方的日出，期待日出的游客，在钢琴、小提琴的协奏
中更显得青春而富有文艺气息。“我们试图用音乐重构东湖的
诗意维度。”湖山咖啡品牌负责人介绍，舞台特别采用消隐式设
计，让表演者仿佛立于山水画卷之中，自然界的多重声场——
湖风掠过树梢的沙响、夜鸟掠水的清啼、湖水亲吻岸石的碎玉
声，皆成为音乐会的天然和声。“每位到场者既是聆听者，亦是
山水舞台的共筑者，希望每个来过的人都能沉浸式感受松弛有
度的城市呼吸。”

除凌波门湖山音乐会外，东湖绿道音乐小站常年举办的户
外音乐会、东湖沙滩浪花拍岸中的乐队演出，不断涌现出的与
自然相适配的湖畔咖啡厅、茶艺室等，越来越多“小而精”的文
化场景正在东湖畔不断孕育、发芽、开花，“治愈系”“年轻化”假
日体验日益受热捧。

躺椅和吊篮，这些巧思让人静下来

最近，东湖听涛景区的躺椅火了，“躺到不愿意走了”，甚至
有不少网友大呼：“建议每个公园都安上。”记者了解到，从走马
观花式的打卡到沉浸式的体验，越来越多人出去旅游，不仅是
看山看水看风景，更追求景观之上的美好生活。

20日上午，记者踏访东湖听涛景区，只见木质躺椅躺满休

憩的春游者。三五好友闲庭信步后，躺在湖畔躺椅上，头顶是
茂密的大树，两侧是郁郁葱葱的青草，耳畔是大自然的声音。

“这个躺椅很有设计感，和风景融为一体，不仅不违和，还让自
然景色增色不少。景区能设计出这样的创意躺椅，让我们能就
地躺下，静下心来听涛声、听鸟鸣，感觉很有温度。”游客彭飞
说。

与听涛景区隔湖相望的东湖落雁景区内，悬挂在林间大树
上的水滴吊篮也备受游客欢迎，其设计理念与听涛躺椅不谋而
合。记者踏访东湖落雁景区，园区内，水滴形吊篮错落分布于
大树浓荫之下，好似悬挂在树上的鸟巢一般，几乎每处吊篮内
都或坐或躺着三两游客，阳光洒下，吊篮在大树掩映下一片阴
凉，湖风吹拂，微微晃动似秋千，颇受欢迎。

记者看到，吊篮的棕褐色镂空结构呼应森林肌理，既与景
区生态景观融为一体，又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休憩体验。东
湖落雁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内共设置了11处水滴形吊
篮，采用环保材料架空搭建，避免破坏原生植被根系，形成‘树
屋共生’的生态微系统。中空造型兼顾遮阳避雨功能，为的就
是让游客躺在里面，停下来，在绿氧环绕中感受阳光倾泻森林
间的温暖光影。”

“羡慕武汉人，东湖真的可以让人慢下来、坐下来、静下
来，不仅是因为美丽风景，更多的是景区从内到外兼顾美学
和服务的小巧思，让不论从何处而来的游客都能安心做一回

‘本地人’，静静享受当下，这种感觉很奇妙。”长沙游客张家
玮说。

慢下来静下来动静皆宜

喝咖啡荡秋千，东湖美好生活等你

武汉楚剧院创排《又从西厢过》

观众“入戏”上台
为“张生莺莺”婚礼即兴表演

央媒看

国风环境式新编楚剧《又从西厢过》剧照。
法官、教授、法务做客“周二之约”

畅谈商标侵权化解之道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喻琰）4月22

日，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许继学、法官张文
浩，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湖
北省商标品牌与地理标志研究院副院长代江龙，湖
北省楚天云有限公司高级法务经理王鹏飞做客“周
二之约”直播间，就商标许可使用、商标混用、商标侵
权等热点话题和网友热烈互动。

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我国首批设立的四家跨区域管辖专利技术类案件的
专业化审判机构之一。

自2017年成立以来，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秉持
“立足武汉、覆盖全省、影响全国、争创一流”的方针，
忠实履职，锐意进取，以法治之力服务和保障湖北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2024年，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2案入选中国法
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件，7案入选全省法院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并再度荣获“全国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称号。

网友可以在直播间和武汉知识产权法官、教授、
法务互动，就知识产权相关法律问题互动交流。

周二之约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 江 日 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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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永远相信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的 人 文 关

怀。4月12日是我19岁的生日，我
十分期待学校传说中的生日面。

之前在网上刷到相关推送时，
我特意去东一食堂打听过。食堂
一楼服务台旁边，这张海报格外醒
目：“生日的时候，来一碗香喷喷的
华师生日面吧！”“特供炸酱面和雪
菜肉丝面。”“周六也能领吗？”我忍
不住问。“当然可以，早中晚都行！”
工作人员笑着回答。

生日当天一早，我踩着晨光来
到食堂。刚推开门，香味就扑面而
来，我的肚子立刻“咕咕”抗议起
来。

“您好，今天是我的生日，想领
一份生日面。”我递上身份证和学
生证。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并登记
后，递给我一张餐券，“去那边专门
的窗口领取吧”。

“叔叔，今天我生日。”我把券
递给窗口的师傅。

“要什么面？”他笑着问我。
“雪菜肉丝面。”我毫不犹豫。
只见他舀了一勺肉丝，又往汤

里加了个鸡蛋。
“生日快乐！”叔叔把面递给我

时，还放了几片青菜。
“谢谢叔叔！”这碗面分量十

足，雪菜青翠，肉丝油亮，香气扑
鼻。

我找了个位置坐下，迫不及待
尝了一口，面条筋道，汤汁鲜美。
我赶紧拍照发给爸妈。“你们学校
真好！”他们很快回复。我又发给
朋友，立刻收获了一连串羡慕的评
论。

除了生日面，华师的活动也超丰富，舞蹈比
赛、话剧社演出、定向越野、减重比赛……最特
别的是每周五还有露天电影，大家围坐在一起，
氛围感直接拉满！

我真切体会到了“爱在华师”的含义。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鱿鱼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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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东一食堂提供免费生日面。

春日惊喜

樱花树结果实了。在小区的一隅有一棵樱
花树，它是春日里的明星。每年樱花季，满树粉
白花瓣如云似霞，吸引着居民们纷纷驻足观赏、
拍照留念。那如梦似幻的景象，是小区最美的风
景之一，也成了大家心底关于春天的浪漫记忆。

四月里，这棵樱花树结果了。一开始大家
没太留意。毕竟平日里我们对樱花的印象更多
停留在那绚丽的花朵上，鲜少有人关注它结果
的模样。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小小的果子慢慢长大，
颜色也从青绿逐渐转为浅红，像是小姑娘害羞
时脸上泛起的红晕。

花期之后，它默默孕育出果实，展现出生命
的另一种形态，看着这些樱花树的果实，我不禁
感慨大自然的神奇。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风姿
（整理：戴容）

美文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文汉）花980元，就可以租地种植有机蔬
菜，吃不完还可以在平台上销售。近日，位于长江新区仓埠街道
周铺村的田园日记武汉基地“我家的地”农场火了。

家住汉口的徐女士一直梦想在周末或节假日到农田种菜。
今年3月初，她获悉“我家的地”农场招募“地主”，立即登录“田园
日记”小程序，下单980元租下20平方米菜地。

3月15日，她和丈夫驱车来到“我家的地”农场。现场，菜地已
全部整理出来，用栅栏隔开。她很快选中一块地，并在专属“长工”
的指导下，购买了西红柿、辣椒、油麦菜等菜苗并栽种。

往后数日，她通过小程序查看菜地生长情况。4月19日，她
和丈夫再次去现场，发现菜苗长势喜人。

我家的地（武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我家的地”）成立
于2017年。创始人范茂胜流转了仓埠街道周铺村、洪山村、金岗
村三个自然村落的1200余亩土地，兴建有机种植基地。

8年时间，这片土地变成了集吃、住、玩、赏、娱、购于一体的
大型综合性体验园区。

现在，“我家的地”共种有168种有机蔬菜，当地176名农民在
家门口找到工作。

今年2月，“我家的地”与外来投资者合资成立田园日记（武
汉）科技有限公司，引入私家菜园智慧管理模式，为市民提供新的
田园体验——用户可通过田园日记小程序对菜园进行智能化管
理，并根据需求选择全托管或自种模式。

田园日记创始人赵恩涛介绍，市民可通过小程序每天查看蔬
菜的生长情况，有什么菜能摘，有什么活需要干。

4月20日，长江日报记者驱车来到“我家的地”农场，只见一
排排整齐的菜地被木制的栅栏分隔开来，每一块都标有编号。很
多块菜地已被认领。

沿小路进入菜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蔬菜茁壮成长。在一
块菜地里，翠绿的菠菜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旁边的西红柿藤蔓上挂
满了圆滚滚的果实，有青的、半红的，还有红透的，像一个个小灯笼。

田园日记（武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卫国说，首批有机
小菜园提供200个地块供市民选择，每个地块面积20平方米，配
备独立水源和菜沟板，农具全部免费提供。市民可以在“田园日
记”小程序下单，自种模式租地费一年980元。全托管模式为一
年2480元。种出来的菜可以由市民带回家或上架到“田园日记”
小程序平台交易。

长江新区有个农场可租地种菜
可自种可托管，吃不完的菜还可以卖

市民在有机小菜园种菜。 长江日报记者汪文汉 摄

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4月19日，位于东湖绿道三期凌波门平湖珞樱驿站的湖山音乐会在晚风中上演。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实习生杨星辰 摄 落雁景区水滴吊篮备受游客欢迎。长江日报记者晋晓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