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曾在广东梅州公

演 40 多场的大型客家风情歌舞

《客家意象》，3 月 19 日在广州世

纪 大 剧 院 拉 开 珠 三 角 四 市（广

州、惠州、东莞、深圳）巡演的帷

幕。这也是广东省本土文化题

材的常设性定点旅游演出节目。

《客家意象》总制作人、总编

剧、总导演陈小奇表示，客家文化

正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旅游热点。

作为“世界客都”的梅州，以市场

化、产业化的方式，打造了这台反

映客家文化的旅游演出。

他说，《客家意象》从最初构

思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主创

班子对文学脚本讨论了数百次，

并在公演后，又进行了两次舞台

版的重大修改。本次巡演的是

第三版修改版本，和最初版本比

较，改动达 100 多处。

据悉，《客家意象》与其他以

客家文化为题材的舞台节目最大

不同之处是，没有贯穿全剧的人

物和故事，而是一台展现客家传

统文化艺术的客家民系风情歌

舞。主创人员精选出18个客家文

化符号，用4个板块有机地联系起

来。其中，不少节目在取材上具

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如《南迁》、

《天足舞》、《书生摇篮曲》、《等郎

妹》等都是客家独有的文化资源。

首演以来，《客家意象》被专

家和观众普遍看好，作为广东省

今年文艺演出重点经营的项目

之一，其最终修改版将在梅州定

点演出。 （楠 方）

今年 2 月，重庆杂技艺术团创

排的杂技剧《花木兰》作为重庆演

出交流项目，在澳大利亚悉尼州

立大剧院连演两场，恢弘的气势、

惊险的场面、高难度的动作，让悉

尼观众领略了该剧的魅力，能容

纳 2000 人的大剧院座无虚席。随

后进行的两场针对澳大利亚本土

观 众 的 商 演，上 座 率 同 样 爆 满。

这 4 场演出，还只是《花木兰》走向

海外的第一步，3 月下旬，《花木

兰》将赴美国田纳西州大雾山宫

殿剧院驻场演出，2010 年到 2012

年《花木兰》赴韩、德、法等国商演

事宜目前也正在洽谈中……

“削尖了头也要往外钻”

杂技剧《花木兰》能够得到海

外市场的认可并非偶然。早在上

世纪 80 年代，重庆杂技艺术团就

开始探索市场之路。然而走市场

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杂技在国内

的市场空间相对有限，重庆又属

中 西 部 城 市 ，演 出 市 场 还 不 成

熟。“所以我们削尖了头也要往外

钻，要开拓海外演出市场。”团长

王亚非这样告诉记者。正是凭着

这股子敢拼敢闯的劲儿，重庆杂

技 艺 术 团 越 来 越 受 到 市 场 的 认

可：出国演出足迹遍布 50 个国家

及地区的 300 多个城市，演出 4000

多场次。

2006 年，杂技团根据格林童

话《红舞鞋》创排了杂技童话剧《红

舞鞋》，将杂技、魔术、川剧变脸、舞

蹈、音乐等艺术形式巧妙结合，深

受海外演出商青睐。2008 年，杂

技团与一家美国演出商签订了《红

舞鞋》一年的商演协议。从 2009

年 3 月到 2010 年 3 月，《红舞鞋》在

大雾山宫殿剧院平均每周有 4 场

以上驻场演出，几乎场场爆满。

《红舞鞋》在美国演出成功使

王亚非对美国杂技剧市场充满信

心，编导出身的她想到了一个很

具中国元素的形象——花木兰，

而这一创意也得到了美国演出商

的认可。“一切都根据市场的要求

来。”王亚非说。从 2009 年 5 月排

练到 2009 年 10 月首演，杂技团仅

用了 5 个月就把一部一个半小时

的融合了杂技、皮影、武术、舞蹈

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杂技剧《花木

兰》呈现在观众面前。

2009 年 9 月，《花木兰》还在

彩排时，美国演出商就前往重庆

观看。《花木兰》的魅力让美国演

出商再次折服，他们表示非常看

好这部杂技剧市场前景，这一次，

他们与杂技团签订了长达 5 年的

商演协议。根据协议，杂技团每

年要在大雾山宫殿剧院进行 6 个

月的驻场演出，其中《花木兰》每

年的演出场次不少于 180 场。针

对美国观众喜欢看剧情简单、技

巧成熟的杂技剧的消费需求，王

亚非又将《花木兰》的演员从排练

时的 55 人精简到 31 人，演出时间

延长至 1 小时 45 分钟。

这个花木兰有点儿不同

王亚非表示，选择《花木兰》

这个剧目，主要原因在于迪斯尼

的动画片《花木兰》使美国观众已

经对木兰替父从军这一中国古代

故事有了一定了解。

“一方面，美国观众非常喜欢

具有浓厚中国元素的事物，另一

方面又难以理解中国复杂的文化

背景。要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

文化，需要一个契合点。而如何

将杂技与剧情、人物情感表达统

一起来，这是杂技剧《花木兰》需

要找到的另外一个契合点。”王亚

非和导演组最终决定，跳出历史

背景、情节交待的桎梏，把花木兰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以替父从军

为主线，着重表现巾帼英雄花木

兰保家卫国的无畏精神和气概。

跳出了传统故事桎梏的《花

木兰》简洁、精致，杂技与武术、皮

影等的有机结合使其具有丰富的

中国艺术特色，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音乐，现代的舞台舞美和灯

光设计，又将其与观众的距离拉

近。全剧荟萃了杂技团近年来在

国际国内赛场上的获奖节目，如

《舞流星》、《大跳板》、《地圈》等，并

在关键情节创新了一些新的杂技

节目，如《荡爬杆》、《抖轿子》、《女

子中幡》。除了必要的战争场面，

剧组始终把好听好看作为创作的

要点，《元宵之夜》这一幕像一幅热

闹的中国民间习俗画轴，顶技造

型、踩高跷、蹬球等绝技逐一在观

众面前展现；《月夜恋情》则运用皮

影戏的手法，表现出花木兰与李将

军二人对月盟誓的动人影像。

在 去 年 10 月 举 办 的“《花 木

兰》杂技剧研讨会”上，中国杂技家

协会主席夏菊花表示，杂技剧《花

木兰》是在当前各种艺术门类相互

借鉴、融合的背景下的一次较为成

功的尝试与探索。而在不久前结

束的悉尼演出上，经济学家比尔·
怀特则这样评价《花木兰》：“这部

杂技剧将花木兰作为一个文化符

号与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形

式融合起来，为杂技艺术注入了

新的生命力；通过欣赏这部剧的

精彩表演，更加深了我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

“走出去”要先看
市场需要什么

“文化‘走出去’不是一个空

口号，不是艺术家们说‘走出去’

就能‘走出去’；‘走出去’要先看

市场需要什么，然后根据市场需

求不断来调整、修改、完善。”王亚

非告诉记者，她深知《花木兰》编

排时间短促，还有粗糙的地方有

待完善，但市场不容许他们停下

来去修改，唯有一边演出一边根

据市场的需要进行修改。

“虽然我们一直很重视海外

市场，但也不会放弃国内的演出

市场。针对国内外两个市场，我

们需要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即

便是海外演出市场，也会有所不

同，比如明年赴法商演，肯定不能

简单地将在美国表演的方式原班

不动地搬过去。我们要根据市场

要求不断调整创作思路，像《红舞

鞋》目前至少有 5 个版本——剧场

版本、社区版本、巡回演出版本、

海外演出版本、大剧场版本。”王

亚非告诉记者，在国外商演时，他

们每到一处，总会进行市场调查，

听取观众意见，然后导演组不断

跟进做出新的调整和创作。而这

一过程对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

的挑战——本已 经 精 简 了 的 演

员 就 需 要 一 人 饰 多 角 ，做 出 调

整 后 还 往 往 需 要 转 换 角 色 或 技

巧 。“ 我 们 的 团 员 真 的 很 棒 ，适

应 能 力 特 别 强 ，他 们 都 逐 渐 锻

炼成了‘ 全能型选手’。”王亚非

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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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剧《花木兰》：从重庆走向海外
本报记者 蔡 萌

当前，演出业的经营主体主

要有三大类：一是演出经营场所，

二是演出团体或个人，三是演出

经纪机构。比较而言，在这三类

经营主体中，自 2005 年《营业性演

出管理条例》取消涉外审批门槛

以来，演出经纪机构的市场化已

达到很高程度，以往在演出经营

业务范围、地域范围上的限制条

款已经全部取消。

此外，演出经纪机构的民营

化程度也非常高，国有演出经纪

机 构 在 市 场 优 胜 劣 汰 中 大 大 减

少 ，所 占 比 例 也 越 来 越 低 。 据

2009 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各地民

营演出经纪公司占当地经纪机构

总数的 80%以上，但民营演出经纪

公司规模普遍较小，注册资金在

100 万 元 以 下 的 占 68% ，同 时 有

49%的民营演出经纪公司员工人

数不到 10 人。在这样的背景下，

演出经纪机构该如何改变以往粗

放式的盈利模式，形成较成熟的

营收模式呢？

转型品牌型公司

据统计，演出经纪公司中有

90%左右是项目型的，以操作具体

演出项目为主要运营模式和盈利

模式。一个项目做好了能大赚一

笔，做得不好就亏一笔，不好不坏

的话，勉强维持公司运转。项目

来了，公司上下大忙一阵；没有项

目时，可以放假休息一阵。一个

项目一个项目周而复始地进行。

公司发展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眼

光、能力、人脉关系很大，可以说，

一个人才可以支撑一个公司，一

个人才流失也能搞垮一个公司。

对行业来说，这种粗放式的

经营方式，将导致整个行业长期

停留在低层次的经营方式上，难

以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在掌握

了这个行业发展的规律时，企业

应 该 逐 步 摆 脱 低 水 平 的 经 营 模

式，逐步探索更符合市场发展方

向的经营模式。笔者认为，项目

型演出经纪公司的发展方向应是

品牌型公司。

作为品牌型公司，首先，必须

形成自己的品牌产品，创作推销

自己的品牌产品和品牌艺人，在

源头上控制整个产业链。如美国

百老汇，长期授权经营自己的品

牌剧目，可以年复一年地收获品

牌产品的收益。此外，韩国艺人

经纪公司近几年来也在大举进军

艺人培养业，并在韩国本土培养艺

人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开始进

军我国内地选拔、培养艺人新秀，

抢占品牌艺人生产的源头。

此外，企业还需形成自己的

品牌营销模式，创作标准化的演

出项目，实行规模化营销。品牌

型公司应该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

式和盈利模式。成熟的商业模式

有三个特点：可复制、成规模、可

预期。一个模式不可复制就难以

做大，不能做大企业发展就受局

限；成规模是一个产业或一个企

业做强做大的根本条件，是其实

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因素；可预期

则能够制定长期战略规划，在行

业内逐步壮大，也才能吸引外来

投资者的青睐。

从目前演出业来看，刘老根

大舞台、杭州金海岸公司实现了

盈利模式的复制，也实现了盈利

状况的可预期，达到了一定的商

业规模，可以称为基本成熟的商

业模式。美国“百老汇”品牌授权

模式则是更高层次的商业模式：

由“百老汇”做出品牌项目，通过

品牌授权或巡回演出模式不断复

制，形成长期稳定的收益。

尝试模式化运作

稳定成熟的商业模式是行业

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这个行业能

够 吸 引 外 来 资 金 注 入 的 动 力 源

泉。无论是风险投资还是长期投

资，投资人首先要看的是这个行业

的长期发展，看的是这个行业是否

能够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是否能

够为投资人带来稳定的投资收益。

近来，已经有一些风投资金逐

渐将目光转向文化产业，转向演出

业。而一些文化产业公司也开始

主动“走出去”，加快上市引资的步

伐，从传统的生产营销领域进入资

本领域，一些演出业公司也将上市

融资确定为近期发展目标。如杭

州金海岸公司已进入上市辅导期，

计划在 2 到 3 年内实现上市计划，

筹集更多资金实现更快的发展。

2009 年颁布的《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将从事演出

艺人签约、代理、推广的经纪公司

纳入文化行政部门的管理范畴。

在不远的将来，一大批演出艺人

经纪公司将取得营业性演出经营

资质，加入到演出经纪机构的行

列中来。演出艺人举办演出活动

将不再需要委托传统的演出经纪

机构承办，由自身的签约公司直

接举办即可。

这样，演出艺人经纪公司将

控制除演出场所以外的整个演出

产业链，对单纯从事中介业务的

经纪公司形成冲击。可以预见，

未来演出经纪机构将面临一次巨

大的重新整合和调整，固守项目

型经营的传统经纪公司将逐步退

出市场。未来演出经纪的路怎么

走，是值得传统演出经纪公司认

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演 出 业 归 根 到 底 是 文 化 行

业，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必须始

终坚持内容为王的原则。有了内

容丰富优秀的演出产品，再辅之

以便捷的营销手段和营销渠道，

我国演出业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从市场的角度看，众多演出

商仍热衷于项目制运营，哪里有

钱赚就去哪里，哪个项目好就做

哪个项目，今天能赚钱今天就开

工，明天不能赚钱明天就休息，可

预期有计划的运营模式远未形

成。长期以来，演出业很难形成

集创意、生产、制作、运营、销售于

一身的知名品牌企业。

演出经纪公司的路该怎么走
李晓勇

由于档期原因，话剧《李白》

在四川成都的演出时间被推迟至

年底，这对观众来说透着更多的

遗憾。广告公司职员刘兰说：“这

样一来，3 月就没什么演出可看

了？”笔者随后对成都演出市场进

行调查发现，引进剧和本土剧大

为“缺席”，3 月成都演出市场好似

上演了“ 空城计”。业内分析认

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

于成都演出市场还不成熟。

据悉，今年成都

演 出 市 场 其 实 不 乏

热 门 演 出 ：人 偶 剧

《新白雪公主》、孟庭

苇“ 纯 真 年 代”演 唱

会、范 晓 萱“ 一 起 来

一起来”演唱会等早

已 敲 定 来 蓉 行 程 。

唯 独 3 月 市 场 显 得

“寂寞”，演出商们认

为，3 月是淡季，演出

稀缺是“惯例”。

成 都 演 艺 集 团

的 演 出 经 纪 人 吴 彦

琳说，去年他们演艺

集团也没有在 3 月安

排 演 出。“ 今 年 我 们

的 演 出 场 地 正 在 进

行装修，而且春节刚

过，我们一般都不会

安排演出”。

不 仅 引 进 剧 目

出现演出“空档”，就

连 本 土 剧 目 似 乎 也

进 入 了“ 调 整 期 ”。

笔 者 走 访 了 成 都 各

大艺术院团，四川省

川 剧 院 副 院 长 陈 平

透露，剧院“大部队”

到国外演出去了，所

以 这 个 月 用 来 论 证

新 剧 目 创 作 。 四 川

省 歌 舞 剧 院 天 姿 国

乐团也在 3 月进入排

练期，演出放在了 3

月后。

然而，成都的淡季放在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却是淡季不淡，笔

者粗略对这 3 个城市的演出市场

做了个统计，仅北京 3 月就有 40

余台演出，上海则有 20 多场，广州

也有 11 场。

四川省锦城艺术宫工作人员

透露，演出公司的计划通常都是

根据演出季和演出团体的档期来

安排的，演出时间经常要服从演

出方的安排。“本来我们在 3 月安

排了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

但由于他的档期出现了问题，演

出被推迟到今年 11 月。”不过，业

内认为，这个偶然从根本上看，还

是演出商运作不成熟造成的。

而在不少演出商看来，经过

春节档期的持续火爆后，观众对

演出的需求降低；同时，很多演出

团体和个人在春节大

规模的演出之后，也

会趁这个空档进行短

暂的休息和调整，到 4

月才会启动新一轮演

出。

四川省演出娱乐

行业协会秘书长彭家

攀认为，3 月“缺戏”说

明成都的演出市场还

不成熟，观众还没有

形成一种稳定的文化

消费习惯。他说：“节

日期间的演出市场票

房火爆，主要还是得

益于团体消费。但真

正自己掏腰包走进剧

场的人并不多。看演

出 更 多 的 是 在 看 热

闹，还远没有形成稳

定的观众群体。”

四川大学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

伟认为，成熟的演出

市场是演出商、演出

团体和观众共同作用

的结果，不会存在反

差特别明显的旺季和

淡季。在演出市场相

对成熟的北京、上海

等地，演出场次相对

稳定。

而成都要避免上

演“空城计”，需要从

项目策划和培养观众

两个方面做起。业内认为，一方

面，演艺公司在策划演出时，可适

当增加档期比较灵活的本土剧目

比例。“比如，适合长线演出的小

剧场话剧就可以为拓展淡季市场

开路。”另一方面，还需要多花精

力，逐步培养专业的、稳定的消费

群，让观众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

道。

成
都
演
出
市
场

三
月
好
似
上
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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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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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湖广会馆鼓曲专场演出停了

首部客家风情歌舞将巡演

本报讯 2010 年年初，由北

京曲艺家协会牵头主办的鼓曲专

场演出落户宣武区湖广会馆，这

也是京城唯一一家鼓曲专题的园

子。每周五下午 1 时 30 分，都会

上演京韵大鼓、琴书、单弦等曲艺

节目。然而，湖广会馆近日却突

然挂出“鼓曲专场演出暂停”的告

示，能否恢复演出还要看挚友相

声社能否“挪地儿”。

北京曲协副主席崔琦说，目

前全北京专业的在职鼓曲演员不

到 10 人。由于演出时间不是休息

日，上座率一直不超四成。一场

演出下来，这些国家级的演员只

能挣到几十块钱。崔琦透露，停

演只是暂时的。

据悉，目前每周六下午湖广会

馆的场地已租给了德云联盟的挚

友相声社。4月底，合同将到期，北

京曲协希望届时能在那个时段演

出。“全北京相声场子有二三十个，

鼓曲场子可就这一个啊。”崔琦说。

据了解，鼓曲专场演出的票

价为 30 元、80 元。而挚友相声社

的专场演出票价为 30 元、50 元，

上座率约为六七成。针对场租一

事，挚友相声社的“掌柜”张伯鑫

表示，挚友相声社落户此地近一

年，已有一批固定观众，因此还将

续租。据悉，挚友相声社每场演

出的场费为 2000 元，接近鼓曲专

场租费的两倍。

湖广会馆的相关负责人张经

理表示，根据合同，只有挚友相声

社放弃续约，他们才能把这个黄

金时段让给鼓曲专场。

眼见“守土”无望，崔琦表示，

北京曲协将与嘻哈包袱铺合作，

在每场演出开场前，安排鼓曲演

员表演，希望能在年轻观众群里

推广鼓曲艺术。同时，为了吸引

年轻观众，准备尝试曲艺小品的

演出形式，而单弦也可以用人物

扮演的形式来演唱。另外，鼓曲

专场仍在寻找合适的专场演出地

点。 （冯 祎 陶 然）

本报讯 一场以京剧经典

剧 目 改 编 而 成 的“ 京 音 吴

唱”——评弹 新 作 品 专 场 将 于

3 月 下 旬 在 上 海 逸 夫 舞 台 亮

相，由此拉开今年“ 评弹之春”

的帷幕。

评弹与京剧喜结良缘，早已

有之；今年的“评弹之春”，传承

与新创作品并重。编剧朱毓禹

根据京剧经典剧目《贵妃醉酒》、

《文昭关》、《曹操与杨修》等创作

的一批评弹新作，将亮相此次公

演推出的“京音吴唱”评弹新作

品专场，并由秦建国、曹莉茵、胡

国梁、高博文等演出。

此外，在前两届“评弹之春”

中颇受好评的艺术讲堂今年也

将再度推出，由邢晏芝和赵开声

以“旧曲新唱”和“老书新说”为

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胡 文）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由

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空政文工

团承办的《真爱如歌》——易秒

英独唱音乐会，将于 4 月 3 日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

易秒英是空政文工团的知

名瑶族青年歌手，曾多次荣获全

国歌唱赛事大奖，多次受到全军

嘉奖，部队战士们亲切地称她为

“军中月亮花”。《真爱如歌》音乐

会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

伴奏。易秒英将演唱代表作《月

亮花儿开》、《千里万里兵哥哥》

等歌曲，还首次将民族管弦乐经

典《瑶族舞曲》改编翻唱，并翻唱

一系列经典民歌，兼具流行、民

族与主旋律之美，音乐会还将有

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携刘和

刚等空政文工团多个明星及好

友登台。

记者了解到，本次演唱会以

慈善为主题。作为全国妇联的

春蕾形象大使，易秒英为湖南家

乡捐赠 20 万元建造了“月亮花春

蕾小学”；举行个人专辑义卖和

义演，为白血病患儿慷慨解囊；

去年又捐出百万元为陕西省清

涧县助学、助教，被孩子们称为

“爱心姐姐”。

本次易秒英演唱会上别出

心 裁 的 闪 亮 华 服，将 成 为 本 次

演 唱 会 吸 引 眼 球 的 特 色 之 一。

易 秒 英 北 京 演 唱 会 海 报 上，易

秒英身着一件极具瑶族民族风

情 的 华 美 礼 服 。 此 外，还 有 被

广 大 民 歌 迷 所 称 赞 的“ 黑 色 美

人鱼”与“ 粉水晶”效果的昂贵

晚礼服，融高贵、古典与热情于

一 身，搭 配 出 易 秒 英 歌 曲 之 外

的百变造型。

上海逸夫舞台推出评弹专场

“军中月亮花”开唱《真爱如歌》

营销攻略

杂技剧《花木兰》剧照

《客家意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