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过去的元旦假期，首批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和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宁波老外滩”的人流如织。在老外滩深
处，一幢百年老宅“李宅”是很多年轻人
驻足的地方，它的大门口挂着“入戏·老
外滩”的大标识。

每当夜幕降临，宁波城的古建老宅大
多“入睡”时，这座百年李宅才刚刚“苏
醒”。在这幢百年李宅里，上演了一场场
沉浸式的好戏，比如《入戏·老外滩》。戏
开演至今已 1 年有余，给这幢占地面积
1000平方米左右的老宅引流达3万人次。

一幢闲置老宅一场戏，这是宁波为
点亮“夜经济”开辟的新赛道。宁波很多
老宅院、街区、艺术馆皆有“戏”，正是这
些没有“围墙”的新型演艺空间，激活了
这座城市入夜后的活力与生态，今夜，我
们“入戏”老外滩。

既是观众也是演员

李宅，白墙黛瓦，四合院落，三重马
头墙高耸，看上去跟普通的江南民居古
建并无太多区别。

我们迈过李宅高高的青石门槛，沿
着围廊没走几步，就来到了换装区。更
换年代装是“入戏”的第一步，剧场准备
了满满两架子的民国风戏服，男生长衫，
女生长裙。我们在工作人员手中选取

“厨房线”“少爷线”“闺房线”三条剧情线
中的一条，换上符合人物身份的着装。

换完装，来到等候大厅，看见两扇嵌
入墙体的红漆大门紧锁。“一会剧中人引
你们从这里推门而入，就正式入戏了！”
工作人员嘱咐道。

这会儿，我们来之前恶补的李宅功
课开始在脑海中翻涌：李宅是清末著名
商人李云书的旧宅，他叱咤商界，设立四
明银行，官拜四品。历经数代后，豪门大
院破败闲置，在老外滩开发时，它与多幢
特色老建筑一起被保护了起来。直到前
年 10 月 1 日，这部《入戏·老外滩》在同
步改造后的李宅开演，才重新开启了这
扇“红漆大门”。

“失礼失礼，诸位久等了⋯⋯”一声
声敞亮的招呼，打断了我们的思绪，剧中
人出现在眼前，邀请我们入戏。

根据各自选择的剧情线，观众被引
导到不同的场景中。我们选的是厨房
线，跟着弯腰笑呵呵的牛叔来到李家后
厨，明天是李家大小姐李云佩的大喜之
日，厨房早已忙活开了。灶台、炊具一应
俱全，我们系上围裙，搓制宁波特色小吃

“龙凤金团”。这时，李云佩突然闯入后
厨求助⋯⋯

帮还是不帮？怎么帮？我们这群人
展开了激烈讨论，剧情的走向交到我们
手中。此时我们是观众，也是剧中演员。

我们一步步推着剧情走，厨房、大厅、
小院等每处都按剧情需要实景陈设。演
出环境既不能出戏，又要运用现代舞台技
术，这是老宅“入戏”最难的部分，据介绍，
仅李宅的改造工程就投入500多万元，花
费了3个多月时间。当我们身临其中才
真正感受到改造的巧妙构思：在小院子
里，升降台在身旁缓缓升起，二楼的整排

窗户秒变大幕，四周还下起了雨幕，灯光、
舞美、投影环绕，沉浸感十足。

跟着年轻人“追剧”

此刻，李宅小院正上演李云佩与李家
养子二少爷的对手戏，两人回忆起青梅竹马
的点滴，聊了许久，只是二少爷欲言又止。

“说了，但没完全说！”二少爷突然来
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告白”，戳中了
很多观众的神经。

“这句台词跟上次不一样，改得好！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90 后观众李
雪就站在我们身边，她小声地跟同伴解
说道。作为第 3 次入戏老外滩的“忠
粉”，她最熟悉剧情走向，可她依然觉得
每次玩都有新鲜感。“不同的观众，有不
同的惊喜，像刚刚这两句话就是网红语，
会玩的人，都懂！”

李雪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场演到男
主人公孙少爷摔门而出的情节时，有年
轻观众跳出来搞怪，大声喊道：“孙少爷，
别走，把我带走吧！”引得哄堂大笑，演员
随机应变，直接改了台词回应道：“今天
我来了，就得带走一个。就你，跟我走！”

“细细想，这更符合孙少爷飞扬跋扈
的人物设定，增强了互动性，演员与观众
的碰撞让剧情更完整合理。”李雪说起入
戏，滔滔不绝。

李雪在入戏老外滩之前，基本不看
话剧。最初，她是被《入戏·老外滩》年代
感十足的门票所吸引，老牛皮纸，印章图
腾，本身就是一个可收藏的文创品。慢
慢入戏后，她找到了一种参与其中的沉
浸式快感。“你看到演员的每一次蹙眉，
看到他们的每一抹微笑、紧张、动怒、开
心，所有的情绪都在距离你不到两米处
发生，有一次，演员的两滴泪甚至甩到了

我脸上，相当震撼！”
“真会玩！”我们感慨道。沉浸式体

验火爆的背后，是社会消费需求的改
变。对城市的夜经济而言，年轻人是最
重要的消费群体，也是构成夜经济市场
的消费主力。像我们参与的这场《入戏·
老外滩》，现场近百位观众中年轻的面孔
占了 80%以上，这些年轻群体的需求便
成为沉浸式项目打造的重要参考点，既
要“吃喝玩乐，沉浸其中”，更要“目之所
及，皆是难忘”，《入戏·老外滩》就这样走
进了一群年轻人的追剧清单里。

推动剧团剧场创新

近两个小时的《入戏·老外滩》渐入
尾声，我们和其他两条剧情线的观众一
起，齐刷刷汇集到院子里，共同将剧中人
的爱恨情仇推向高潮。

灯光、舞美、投影，转眼间，我们所站
立的李宅小院变成了盛大的十里红妆送
嫁现场，四周墙面屏幕高起，像一部老电
影切换画面，真实的历史与此刻的故事
在我们眼前重叠，我们仿佛“看”见了李
家此后的几十年⋯⋯故事散场，我们站
在李宅小院里，看光影退去，老宅恢复原
本面貌，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的还有骨灰
级“观众”小章，这位90后是这台戏创作
团队的一员，一年入戏200余场。

“这里的设备完全可以承担一个专
业小剧场黑匣子的功能，场景变化多
样。”小章说，这也是《入戏·老外滩》设计
之初，特意给李宅留下的多元空间。

“明天，这里就将变成民国的老戏园
子，上演沉浸式甬剧《入戏·雷雨》。”小章
边说边比划着，这边是雷雨主场景厅堂，
雨幕下来，伸手可触雨滴；那边会有一人
坐着拉大提琴，现场伴奏⋯⋯我们在脑
海中脑补着画面，多种艺术元素都因为
这个特殊的李宅剧场而交织在一起，也
让这部宁波甬剧的经典之作悄然变身。

“像我，以前绝不看戏曲，却被这场
《入戏·雷雨》圈粉了！”小章说，也让我们
对这部“新戏”多了几分期待。

时间轴再往前推，李宅刚刚上演过
另一部沉浸式悬疑戏剧《切西娅》，一边
看剧一边还能自己上台搜集证据，可谓
惊心动魄。小章细数下来，一座李宅，至
今已有十几部沉浸剧轮番上演，将多元
的艺术品类融入这幢老宅中，传统剧目
实现创新和突破，新晋剧目更加潮流，更
加贴近市场，丰富着老外滩的夜生活，也
让剧团剧场找到了创新方向。

走出剧场，我们看到在《入戏·老外滩》
中饰演二少爷随从的朱栋，他仍被几名观
众围着探讨剧本。这位90后演员在2017
年加入宁波市话剧团，用他自己的话说，演

《入戏·老外滩》前，从来没有跟观众这么
近。“以前只要把台
词和表演完成好，
现在却要去接观众
的梗，随机应变，这
对我们演员是一种
挑战，何尝不是我
们演员的新表演方
向呢？”朱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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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和演员一起演出《入戏·老外滩》。 图片由宁波市演艺集团提供观众和演员一起演出《入戏·老外滩》。 图片由宁波市演艺集团提供

《切西娅》剧组和观众留影。

观众参与沉浸式音乐剧《一束桃红》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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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有 2085 个岛屿，岛岛间隔，大
部分降雨量直接流入大海，而且没有过
境客水。缺水问题困扰着海岛居民，也
制约着海岛发展。

如今，海水淡化已成为舟山大多数
缺水岛屿新增水源的重要途径。在舟山
第三大岛——六横岛上，10 万吨级海水
淡化工程一期、二期已建成，可日产5万
吨淡水。去年降雨量少，加上全面兴修
水利，六横岛自去年 11 月 10 日起由海
水淡化厂供应全域日常用水。这是六横
首次全域使用海水淡化水。

海水是怎么淡化的？排除盐分的过
程中有哪些高科技？淡化后的海水水质
怎么样？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我们来到
舟山六横海水淡化厂实地探访。

100多斤高压给海水排盐

大清早，我们乘船从舟山本岛出发，
35 分钟后抵达六横岛，接着坐车一路向
东南方向行驶，10 万吨级海水淡化厂就
位于海岛东北面沿海处。

“ 挺 冷 的 吧 ，先 喝 口 热 水 ，暖 暖
身！”刚见面，舟山中电建水务有限公
司 副 总 经 理 曹 麒 方 便 递 过 来 一 杯 热
水。“这不会就是海水淡化水吧？”“没
错！”我们立刻领会到了曹麒方的“别
有 用 意 ”，尝 了 一 口 新 鲜 出 炉 的“ 海
水”，不仅没有一点咸涩的味道，相反
还带着一丝丝甘甜。

“半小时前，这些水还是黄褐色的海
水。”曹麒方边说边带我们登上高高的凝
絮沉淀池，不远处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们从大葛藤水道取来海水后，经取水
泵站加压，再经过 150 米长的管道进入
厂区，进行预处理。”

整 个 凝 絮 沉 淀 池 被 一 块 块 斜 板
隔开。我们蹲在池旁仔细观察，发现
海 水 中 的 悬 浮 微 粒 杂 质 正 在 不 停 地
运动碰撞。“海水在淡化前必须过滤
掉泥沙和杂质，我们通过骨胶让泥沙
附着在三氯化铁上沉降，原本浑浊的
海水就会变得清澈。”曹麒方指着中
间狭长的加药区耐心解释说，“这仅
是第一步，我们还要进行多道过滤流
程，直至完全去除海水中的泥沙、藻
类、贝类、悬浮物等杂质。”从沉淀池
下 来 ，曹 麒 方 又 带 我 们 参 观 无 阀 滤

池、海水清水池等。
“让海水的咸味消失，是海水淡化最

关键的一步，而‘秘诀’就在反渗透车
间。”听到这话，被海风吹得瑟瑟发抖的
我们又兴奋起来，不由得加快脚步。离
反渗透车间还有很远距离，我们就听到
里面传来“嗡嗡”的轰鸣声。“为什么有这
么大的噪音？”“这和除盐核心部件之一
的高压泵工作有关。”

车间内，一大排高高竖起的白色管
子十分扎眼。管子内径大约 20 厘米，
长 8 米左右。“别小看这些管子，一根管
子就要 4 万元，里面有 7 支反渗透膜，要
让海水变淡靠的就是这些小小的膜。”
曹麒方一边介绍一边用手比划，高压泵
会对海水施加一个 50 多公斤的压力，
高压力的海水进入到反渗透膜组，反渗
透膜只会让水分子通过，而把几乎所有
盐 分 统 统 截 留 住 ，脱 盐 率 可 以 达 到
99.5%。

“100 吨海水大概可以淡化出 40 吨
淡水，不过海水在淡化过程中会失去部
分矿物质。”曹麒方话锋一转说，因此还
需最后一道工艺——后矿化处理，提高
水的硬度和碱度，给水加入更适合人饮

用的弱碱性。

4个人完成全流程生产

在探访过程中，我们感到奇怪的是，
无论在沉淀池还是反渗透车间，除了听
到各种泵产生的噪音外，没有看到一名
现场操作的工人。面对我们的疑惑，曹
麒方将我们带到了工厂的“大脑”——中
控室。

房间不大，里面放置着五六台电脑，
每台电脑的显示器上都有实时传来的各
个步骤的数据。“我们的自动化程度非常
高，4 名工作人员负责全厂设备生产运
行和操作。”曹麒方的话音刚落，操作员
乐迪就在显示屏上给我们展示了“海水
淡化流程图”。他说，从海水进入到淡水
出来，只需要二三十分钟。整个生产过
程受电脑监控，只要有一个值班人员就
行，剩下的 3 个人负责简单的现场巡检
工作。

“海水淡化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
出问题都会影响淡化效果，如何做到高
精度运行呢？”听到这个问题，乐迪如数
家珍般介绍起来：“在水主管道上有电

导率仪、酸碱度仪、压力传感器、浊度、
温度和流量计等在线仪表。当海水水
质超出设计标准时，自控系统就会报
警，提醒运营人员采取必要措施。”他指
着电脑屏幕上一个参数说，如果这个产
水电导数据偏高，就意味着水咸了、水
质不合格，系统会自动停机，工作人员
会立刻展开检修，检修完成系统才会重
新运行，保证产水水质良好；再比如压
力传感器显示产水高压时，系统会自动
跳机、自动卸压，确保产水管和模组的
安全性。

我们在电脑屏幕上看到，出水量不
停地在390吨到400吨之间变化。“最大
数 字 可 以 达 到 416，能 日 产 1 万 吨 淡
水。”曹麒方笑着告诉我们，而这仅仅是
一套设备的产水量，目前厂里海水淡化
装机设计总容量为5万立方米。

淡化后的水“长啥样”？曹麒方带我
们来到调质水池，只见他熟练地将一只
连着绳子的透明圆柱形水壶抛向数米深
的水池中，紧接着便打上来一壶清澈透
明的淡化水。我们将淡化水与手中的矿
泉水进行比较，肉眼看上去没有任何差
别。紧接着我们又将淡化水与矿泉水分

别倒在两只相同水杯中，盲品后完全区
分不出来。

“海水淡化后去哪儿了？”“主要应
用于市政供水和企业直供，比例大概是
三七开，现阶段总需求在 2 万到 2.2 万
立方米，完全能够满足六横全域用水需
求。”说到这里，曹麒方黝黑的脸上满是
自豪。

还有很多宝贝待挖掘

“饮用淡化海水，如何保证长期安
全？”我们继续追问。

“我们不仅有在线仪表实时检测，还
有专门的水质检测中心。走，带你们去
看看！”曹麒方带我们走进水质检测中
心。此时我们有种来到化学实验室的感
觉，黑色实验台上放满了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的试剂瓶。

我们自告奋勇给检测员当起了小
助手。在检测员指导下，我们小心翼翼
地将一支电导率仪放入淡化水采样瓶
中。“这个仪器主要是测氯化物指标，是
反渗透海水淡化水水质的重要指标。”
等待结果时，检测员向我们介绍，氯化

物指标的国家标准是低于 250mg/L，他
们夏天检测出来一般在 150-160mg/
L，冬天会更低一些。“74mg/L！不错，
完全过关！”

紧接着，我们又和检测员一起检测
了色度、浊度、酸碱度等多项水质指标，
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正当我们
以为工作完成时，检测员又将记录下的
数据逐项与在线仪表上的数据进行比
对，确认吻合后露出满意的表情，“这样
的检测我们每天两次，下午还会再进行
一次。”

“目前海水淡化水除了口感与地表
水略有差别外，水质安全尽可放心。”从
检测中心出来，曹麒方说，他们未来还准
备增加二级反渗透技术的新工艺来提升
水质，脱盐率可达99.9%，届时淡化水的
氯化物含量可达到或优于地表水标准，
口感也与地表水无异。

“近年来，不断有省内外其他沿海
城市的同行来咨询海水淡化的相关技
术问题。”曹麒方和他的同事们明显感
觉到海水淡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不过
他们也有“烦恼”。高昂的成本是一大
困扰。曹麒方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现
在海水淡化每吨水电耗为 3.4 度，电费
成本 2.55 元/吨，再算上人工、药剂等
成本，总生产成本约 6.9 元/吨。而目
前市政供水价格是 2.5 元/吨，工业用
水价格也只有 5 元/吨——价格倒挂，
意味着亏本，政府因此每年要补助数
百万元。

“其实海水淡化还有很多宝贝，如
果把这些宝贝都挖掘出来，成本问题就
迎刃而解了。”曹麒方对国外海水淡化
产业有过深入了解。在海水处理发达
国家，淡水供应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另
外一个重要部分是对浓海水的资源化
利用，提取浓海水里的众多化工材料，
如钾、溴、镁、碘等，实现淡水与海水化
工联产。

舟山六横首次全域使用海水淡化水，记者探访工厂——

向海洋要水喝，难在哪
本报记者 黄宁璐 共享联盟·六横 郑莞女 盛锡浩

黄宁璐

▲ 记者近距离观察海水淡化水。
共享联盟·六横 盛锡浩 摄

◀ 曹麒方（右）向记者介绍反渗透膜组。
共享联盟·六横 盛锡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