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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场改变了刘正
东的生活方式，以前他
跟许多人一样，为挣更
多的钱奔波，追求着更
精致高级的生活。“但
我不快乐啊！”有段时
间，刘正东觉得生活一
团 糟 ，失 眠 、焦 虑 、身
体状态每况愈下。走
近化工场，一切似乎在
慢慢改变。“艺术是有
生命力的，而且极其敏
感，需要我们投入更多
的热爱。”

今年 1 月份，“化工
场 ”迎 来 第 一 场 演 出

《万河之源》，环境音乐
会。本来准备了 60 张
票，6 点半进 场 ，中 间
看 到 观 众 发 的 朋 友
圈，7 点过又来了几十
人。可现场只准备了
90 个 座 位 ，其 余 人 只
能站着。“没想到来了
那 么 多 人 ，周 围 停 满
了 车 ，但 这 是 荒 郊 野
岭啊。”怕大家的车被
划蹭，刘正东和爸爸客
串保安，穿着棉袄大衣
在外面巡逻；夜里担心
大家着凉，刘正东的妈
妈熬了几大锅姜汤，忙
上忙下。

首秀之后，化工场
又迎来了实验话剧《再
等等》《百年柠檬》《少女
伊芙琳》、音乐剧《聚成
都》等。排练期间，刘正
东也会时不时地给出一
些建议。“希望有更多人
能够走进化工场，认识
这些可爱的、热爱戏剧
的人，在这里大家可以
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实
现彼此的梦想。这样，
戏剧这个行业才会越来
越好。”

为了能支撑这个地
方走下去，刘正东会在
网上卖一些淘来的老物
件，500 块的自行车、50
块的旧椅子，“再卖点喝
的酒水，一个月能挣个
四五千块吧。”赚的这些
钱 ，仅 够 给 工 人 开 工
资。“当今社会梦想最贵
最值钱，我要珍藏仅存
的一点点可贵。”刘正东
希望，真正的戏剧人能
用自己的梦想和热情来
养活自己。

刘正东想，把化工
场打造成一个造梦的工
厂，“希望这个地方可以
打开视野，吸引一些独
特气质的艺术工作者，
来做尝试一些独立思想
的作品，让大家看到更
多有趣的东西。”他也在
筹备自己的原创剧目，

“希望这些独立作品具
有跨界实验性，能够挑
战大众审美，为戏剧行
业带来更多可能。”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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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复的改建过程。

化工场初露雏形。

5月的成都，难得有几
天好天气。

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按图索骥，记者探访位于成
都东三环内的化工场实验
艺术空间。

按照化工场主人刘正
东发来的定位，从地铁7号
线双店路D口出来往后转，
步行约100米左侧有条被
封挡一半的小路。踏着路
上积水中的石块，顺着三四
米深的水沟一侧道路往里
走，映入眼帘的是正在拆除
的建筑、开辟的菜园、堆积
的杂木。

如果不是围墙上的“有
容剧社”“仲夏夜之梦”“万
河之源”“世界戏剧日3月
27日”等字眼，很难想象道
路深处那座旧式厂房，就是
一个为戏剧人造梦的地
方。右拐，前进，站定，“化
工场”映入眼帘。侧身走进
红色铁皮门，一个小型剧院
完整呈现，一群年轻人正在
这里排练。

半个多小时后，“化工
场”的主人刘正东匆匆而
来，我们穿过人群，踏着灰
色水泥地面往里走，棕褐色
的窄窄的楼梯直通二楼
——一个开放式的办公
区。左转再上楼扶梯直达
开阔的屋顶，蓝天、白云、清
风、红伞，一场关于戏剧的
对话，徐徐展开……

刘正东父母都是音乐老
师，从小耳濡目染，他对音乐
天然敏感。12岁就做了自己
的第一张“专辑”。“自己买磁
带，自己录制。”编乐队、弹旋
律，没有架子鼓，刘正东就拿
锅碗瓢盆充当打击乐器，“简
直太好玩了。”

高中三年，刘正东在专
业音乐学习中度过，并顺利
考入西南民族大学读音乐专
业。“我们跟影视表演专业在
一栋楼，接触后，我发现影
视表演更好玩。”那时学校
没有剧社，他就组织成立戏
剧 社 ，复 排 经 典 话 剧《茶
馆》《雷雨》等。慢慢地，刘
正东开始不满足了，他要搞
原创，做自己的音乐剧。“我
的专业是音乐，又喜欢剧，音
乐剧更适合我。”

写剧本需要专业的人来
做，但刘正东明白自己不是
那块料，于是他通读校报，寻
找文笔好的作者。“我当时大
二，看到文学院一名大四女
生的文笔很好，充满诗情画
意，就说服她来写剧本。”两
个月后，剧本出炉，刘正东又
邀请校外编剧修改，忙得不
亦乐乎。

“音乐剧嘛，有了剧本还
得有歌。”音乐是刘正东的强
项，他很快完成了12首原创
歌曲。“当时成都有个音乐剧

《金沙》，听了我的歌，很多人
说我写的歌跟三宝（著名作
曲家）的很像。”虽然对音乐
剧没概念，也没看过《金沙》，
但刘正东依然兴奋不已，“感
觉在某种程度上跟大师有一
种默契，比较开心。”

剧本有了，音乐有了，刘
正东开始新一轮折腾。“我们
说服了保卫处，可以在全校
任何地方张贴海报、设点摆
摊招人，没多久就成立了一
支70多人的剧组，每次开会
连教室都坐不下。”好在，演
员从影视学院招，乐队来自
音乐系，会计是管理学院的
学生，大家都不要钱，“也就
印谱子我自己花点钱。”

折腾久了，连校外的企
业都主动上门赞助刘正东，

“赞助衣服、盒饭、水，折腾
了大概半年。第二年考虑
演出了，学校没有剧场要用
就得从外面租。大三后半
学期，面临毕业人心惶惶，
赞助公司也垮掉了，最后不
了了之。”

第一部原创音乐剧夭折
了，但刘正东的12首歌曲有
了出处。“学校参加首届全国
大学生戏剧节，选送的原创
话剧《青春飞扬》缺音乐，表
演系主任听了我的原创歌曲
觉得挺好，就用到了这个剧
里面。”《青春飞扬》荣获了
首届全国大学生戏剧节优
秀剧目奖，“系主任把我叫
到房间，给了我 3000 块钱，
表示感谢。”本来只想着出
来玩一趟，没想到还有意外
之喜，这也坚定了刘正东的
戏剧之心。

毕业后，刘正东相继在
成都市话剧团和四川人艺工
作。入行前三年，他被动地
吸取话剧经验，3 年后，他开
始有所思考，思考戏剧的社
会意义，以及怎样更好地传
播这一艺术形式；其后又三
年，刘正东有了自己的看法
和见解，他不喜欢随大流，他
希望戏剧作品除了娱乐、宣
传外，还能起到引领审美、洗
涤内心的作用。

他想追求自由，追求艺
术本质，梦想着可以拥有一
个独立的空间，做一些可以
真实表达自我，具有独立思
考的戏剧。“国外戏剧形式已
经多种多样：比如现实主义，
象征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荒
诞戏剧，残酷戏剧、环境戏剧
等等太多了。”

2018年7月，一个偶然的
机会让刘正东邂逅了这个废
弃的化工厂，哪怕里面因常
年漏雨下不去脚，他仍感觉
这 是 上 天 对 自 己 的 眷 顾 。

“ 找 到 这 间 废 弃 的 厂 房 之
前 ，我 有 三 年 时 间 到 处 转
悠，谈过的剧场不下 10 个。”
场地大小、层高、地理位置、
价格总有那么一两样不理
想。“没办法，谁让你喜欢呢，
总得干吧。”

一次不同寻常的旅程的
开启，总会经历一番激烈的
思想斗争。废弃工厂什么时
候被拆除？能不能回本儿？
破破烂烂的厂房需要多少钱
改造？当这些问题遇到梦
想，一切纠结都烟消云散！

第二天一早，刘正东便
凑钱交了租金签了合同，正
式接手这间旧厂房。一年 7
万多元的租金，30 多万元的
改造费，刘正东为建化工场
投进了大部分家当，同时转
让了自己的音响公司、卖了
车，停掉了在外面的两份兼
职，并不断压缩每月生活费。

从废弃化工厂到戏剧空
间“化工场”，刘正东鼓捣了半
年，光垃圾就运出去六大车。
按照自己的设计，他让工人拿
掉了原来旧厂房两个反应罐，
留下来的平台，大一点的被开
辟成办公区，小一点的成了灯
光音响控制处。

厂子是旧的，“化工场”
里面的设备也全都是旧的：
几层高铁皮柜子是隔壁废品
站淘的，书架上的图书是论斤
称来的，办公桌由旧桌板拼
成，皮椅子是图书馆淘汰的。

隔空而望的灯光音响控
制处，几个废弃的狗笼栏杆，
被装成了墙面雕饰；门口的
化妆镜是捡来的，观众的座
椅是学校不要送给他的；安
放椅子的平台，是绵阳某个
剧院淘汰的道具箱堆起来
的；屋顶架设的那几排灯也
是旧的，还有装饰用的录音
机、缝纫机、唱片机、二八自
行车……“我就像个破烂大
王，随时从隔壁的废品厂淘
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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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验话剧《再等等》。 社会剧《百年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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