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段 时 间，《甜 蜜 蜜》及《翠

花》在江西南昌刮起了一阵“话剧

风”，但这阵风似乎只是一阵风，

风过之后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话剧之于南昌市民，仍然有一种

疏离感。现在，有人愿意在南昌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次以

驻 场 形 式 长 期 培 育 南 昌 话 剧 市

场，驻场话剧第一幕已经在南昌

上演。

剧情：签约一年，每月一剧

南昌驻场话剧“第一幕”由大

隐 院 线 和 江 西 省 话 剧 中 心 联 合

“出演”。大隐院线所在公司已经

与江西省话剧中心签订了 1 年场

地租用合同。从今年 9 月到明年

9 月，大隐院线每月定期在南昌演

出话剧 5 场左右，省话剧中心把其

能容纳 610 人的剧场租给他们。

大隐院线所在公司为什么会

看重南昌这块市场？该公司负责

宣传推广的工作人员小何说：“肯

定不是想当然说来就来了。”在大

隐院线正式进驻南昌之前，其公

司市场部工作人员进行过市场考

察：“我们发现，虽然南昌也偶有

商业话剧演出，但大部分南昌市民

对话剧这一艺术形式仍然接触不

多，有距离感。大隐院线希望能让

更多的南昌观众走进剧院，充分体

验话剧的独特魅力。当然，南昌近

几年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也是

我们看好这个市场的原因。”

在江西省话剧中心看来，这

显然是一次双赢合作。江西省话

剧中心负责剧场工作的王经理毫

不犹豫地说：“我们把场地租给他

们，不仅能获得经济效益，还能让更

多市民走进我们的剧院，提高我们

的知名度。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

文化体制改革上的一次尝试。”

就这样，大隐院线来了。9 月

14 日至 18 日，由大隐院线引进的

话剧《开心麻花之江湖学院》在江

西省话剧中心经典剧院上演。该

剧设计了大量笑料和包袱，幽默

的形式，通俗易懂的情节，让观众

轻松地从头笑到尾。

观众：从无到有，是件好事

以 驻 场 形 式 在 南 昌 推 广 话

剧，效果好不好得由南昌市民说

了算。9 月 17 日晚上演出的上座

率有七到八成。“因为是周末，看

的人比前几场要多。”小何说。

在当晚的观众中，最引人注

目的要数北京文华培训学校南昌

培训部的蔡老师，她带了 30 名学

生购买了 50 元的学生票前来看

戏。蔡老师表示，这些孩子都是

在接受艺术培训的高中生，他们

的目标就是进入北影、中戏等知

名艺术院校深造：“所以我就带他

们来观摩学习。这些演员都是科

班出身，在演技上有很多值得学

习的地方。”

同 时，蔡 老 师 也 坦 言，在 南

昌，能看到这种话剧的机会的确

不多。当蔡老师得知南昌已经成

为 大 隐 院 线 话 剧 的 固 定 演 出 地

时，她也直言不讳：“可能开始比

较困难，但我始终认为院线话剧

在南昌从无到有，本身就是一件

好事。”

演出结束后，60 岁的王阿姨

说，儿子给了他两张票，于是他就

和老伴一起来了：“作为一名‘老

南昌’，我还是第一次来看话剧，

挺新鲜的。”问到对当晚话剧的评

价，王阿姨说：“气氛蛮好，但是我

们年纪大的人还是喜欢看节奏慢

一点的话剧，如果以后有合适的，

价格又不贵的话，我们也还是会

考虑的。”

续集：将引进不同剧种

南昌驻场话剧“第一幕”已经

拉开，接下来会怎么“演”？小何

说，他们今后每个月都会引进一

部话剧来南昌演出，剧种也会精

心挑选。这一次他们给南昌观众

带来的是轻松搞笑的《开心麻花

之江湖学院》，下个月可能会引进

十分应景的儿童剧《海宝》，让南

昌的孩子们也能感受话剧带来的

魅力。未来他们还可能引进《红

玫瑰与白玫瑰》这种爱情题材话

剧。总之，他们会尽量使剧种多

元化，让各个年龄层的南昌观众

都能与话剧“亲密接触”。

小何还透露，他们将来在票

价上可能还会有所调整：“这一次

我们票价是按照一线城市的消费

水平来定的，如果要打开南昌市场，

应该会推出一些优惠措施。”同时，

宣传不够也是大隐院线面临的一

个问题，将来他们还打算多跟南昌

本地媒体合作，加大宣传力度。

声音：市场如何待检验

在 南 昌“ 首 开 先 河”是 肯 定

的。大隐院线进驻之前，南昌市

场 化 运 作 的 话 剧 演 出 本 身 就 很

少，以驻场形式上演话剧更是从

未有过。而如今这种定期的小剧

场话剧演出的问世，不仅使南昌

市民每月都有接触话剧的机会，

更为南昌演出市场注入了新鲜血

液。江西省文化厅艺术处负责人

也表示认可：“我们很支持，省内

的戏剧团体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好

的剧本和好的营销队伍。他们的

这 种 合 作 能 够 弥 补 这 方 面 的 不

足，使资源得到共享。”

但是正如大隐院线工作人员

所 说 ，他 们 也 是“ 摸 着 石 头 过

河”。南昌这个市场能否成功培

育起来，南昌市民能否真正接受

这种文化形式，还有待时间的检

验。当问及刚刚结束的 5 场演出

是否收回了成本，工作人员不愿

告知具体数据，但他坦言一开始

做，肯定不可能马上就获得收益。

令 人 担 忧 的 还 有 另 一 个 问

题，这种以驻场形式推广的小剧

场话剧做的是市场，在这种商业

化运作模式下，显然谁也不愿长

期 做 赔 本 买 卖 。 如 何 把 握 好 雅

与俗、文与商之间的平衡值得思

考 。 江 西 省 文 化 厅 艺 术 处负责

人表示，他们也会密切关注，加强

引导。

小何也表态说，他们坚持做

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普通人爱

看，看得懂的话剧；创作能与观众

产生情感共鸣的话剧；做大剧、正

剧，但绝不曲高和寡，他们的目标

就是为南昌观众持续带来目前国

内最具口碑的话剧剧目。

金秋时节，按照国际演出界

惯 例，各大主要音乐演出院团以

及剧院，均在 10月前完成演出季发

布。不 过，近 日 KLASSIKOM 音

乐 资 讯 中 心 参 考 中 国 内 地平面

及网络媒体的发布信息统计，截

至 8 月 31 日，仅有十几家内地剧

院和院团发布了年度、半年或者

3 个月的演出季。有业内人士指

出，与目前内地拥有数百家音舞

院团、大剧院、音乐厅的庞大数目

相比，这一比例实在“微不足道”。

有一流硬件
缺高效运作

始于 10 年前的一流演出设施

建设热潮，一度让各地频频崛起

“地标式”演出建筑，也让观众对

在“家门口”观看一流演出充满期

待 。 然 而，会 建 设 不 会 经 营，缺

乏常年运作剧院的能力，还是让

很多漂亮的剧院和音乐厅，在开

业“三把火”旺过一阵以后，露出

“难以为继”之相。演出季发布姗

姗来迟，或者干脆排不出演出季，

也成了不少新建剧院难以回避的

尴尬。

一位资深音乐杂志编辑说，

国外演出季的集中发布期大多集

中在春天或者春夏之交，就他知

道的案例，像伦敦交响乐团在伦

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的年度演出季

早在今年 1 月 23 日就发布了，纽

约大都会歌剧院 2010 演出季也在

2 月 21 日就“报到”，莱比锡布商大

厦管弦乐团 4 月 21 日拿出了年度

“菜单”。在亚洲范围，日本 NHK

交响乐 团、新 加 坡 交 响 乐 团、马

来 西 亚 爱 乐 乐 团 这 3 家 著 名 乐

团 已 分 别 在 4 月 8 日、5 月 27 日

和 7 月 14 日发布了年度演出季，

而 他 们 的 演 出 规 划 也 往 往 与 驻

演剧场的年度计划互相交叉，彼

此得益。

“早做年度演出计划，对于提

前展开市场营销推广、观众订票

服务，好处不言而喻。但是，目前

内 地 不 少 具 有 大 小 剧 场 相 套 条

件、舞台功能多元的大型剧院，在

规 划、谈 判、运 作 演 出 方 面 的 水

平，比 起 硬 件 水 平 矮 了 一 大 截。

零敲碎打地办几场演出，或者临

时从外地接单，赚一票后也没有

再做大演出市场的意识，加之剧

院 经 营 方 面 的 投 入 资 金 普 遍 匮

乏，剧场就没有办法拿出像样的

演出季。”

不了解市场
剧场变会场

演出季统计结果表明，在京、

沪、粤、杭等对古典音乐和舞蹈演

出运作领先一步的省市，剧院、乐

团的跨年度演出季安排大多均在

上半年就出笼，而在深圳、厦门的

一些剧院或乐团，也实事求是地

推出 3 个月的短期演出季。但就

整个内地演出市场来看，一方面

一些走在前列的剧院、乐团跟国

际 运 作 管 理 对 接 的 水 平 不 断 升

级，一方面，却还有大量大中型城

市、包括地级城市的剧院“难为无

米之炊”。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满足“造

像国外一样的大剧院、音乐厅”的

追求浮华的心态，而不能从观众

需求、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

来布局剧院经营运作，是造成如

今不少剧院“白天晒晒太阳，晚上

黑灯瞎火”的主要原因。有一些

地方的大剧院，因为闲着也是闲

着，建成后甚至接纳最多的是各

种大大小小的官方会议、公司年

会。对此，不少观众颇有微词，他

们希望剧院的拥有者和运作者能

够下工夫研究、调查当地演出市

场的现状和观众的观赏需求，别

再“没有一流剧场的时候盼着造

剧场，有了演出场地的时候却没

了演出”。

中国正步入城市化快速扩张

的通道，据统计，中国 13 亿人口

中，每年有 1.5 亿人涌入城市，这

等于每年要增加一个超级城市。

20 年内，全国将有 65%的人会生

活在城市中，那时候中国的城乡

二元结构会发生一个逆转，中国

就会从农业大国变成很多小中大

和超大城市集聚在一起的城市国

家。那么，演艺作为文化最具典

型意义的组成部分，在城市发展

的进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特别是现代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演

艺？对此，演艺集团的两位老总

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演艺让城市经济更具活力

“ 演 艺 让 城 市 经 济 更 具 活

力。很难想象如果缺少了百老汇

的纽约会是什么样子！纽约市政

府有一条规定，在 42 街时代广场

所有的建筑底层必须要建剧场，

为什么？因为演艺业给纽约不仅

仅带来票房，也带来了人流、文化

消费，带动了纽约其他方方面面

的发展。”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

长、总经理顾欣说，在当今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大力培

育和发展积极健康、富有特色的

城市文化，不仅有助于塑造城市

形象，提升城市品质，而且能够创

造经济价值，增强城市服务功能，

改善城市发展环境，为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和精神支

撑。从全球城市的发展历程和趋

势上看，哪个城市的演艺业欣欣

向荣，哪个城市就会活力四射。

顾欣认为，目前我国最优质

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演艺文化资

源还集中在事业单位手中，由于

长期游离在市场经济之外，早已

跟 不 上 现 代 城 市 迅 猛 发 展 的 形

势 。 这 就 导 致 了 两 个 可 怕 的 结

果：一方面从国家文化安全来看，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后的保护期

即将结束，一大批高质量的外国

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国内的

文化单位如果还不及时改革，中

国文化阵地将很可能会失守；另

一方面，现在倡导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文化人的观念如果不及时

转变，那文化就会被那些别有用

心的文化投机者所利用，偏离正

确的轨道，引发“三俗”的滋生。

不同城市需求不同的演艺

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龙

吟说：“演艺市场要按城市消费群

体的需求进行艺术生产，来满足

城市演艺消费，什么样的城市需

求什么样的演艺。”

李龙吟以话剧为例阐释了上

述观点。他说，北京和上海无疑

是目前中国话剧市场最好的，北

京人艺一部《窝头会馆》演出两轮

就产生了 3000 多万元的票房，北

京现在有 30 多个小剧场，每天都

很热闹，朝阳区文化馆九剧场加

到一起不到 2000 个座位，去年也

产生了 1000 多万元的票房，而且

目前订单已订到明年下半年。上

海小剧场的市场情况也很好，上

海戏剧谷是中国小剧场话剧的中

心之一，市场效果也不错。上海

和北京的小剧场话剧情况不尽相

同，据说上海小剧场话剧如果一

部惊怵剧火了，可能上海的小剧

场会马上出现几部惊怵剧，市场

效益都不错，这说明上海人的艺

术欣赏是非常时髦的、跟风的，这

是这个城市的整体文化思潮。北

京反之，有一个小剧场演惊怵剧

火了，很难看到别的小剧场再跟

风演第二出惊怵剧，这说明北京

的演艺风气是更加自我的、立异

的。在小剧场演出上，北京、上海

都能体现出自己风格，说明两个

城市的演艺欣赏习惯都达到了一

定水准。可是，中国其他城市就

没有这样乐观，说明这些城市还

没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其他城

市有自己的演艺需求。比如沈阳

的老百姓就愿意消费二人转，这

就是沈阳百姓的需求。

艺术工作者
要引导城市演艺消费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它

也是一把双刃剑。先进文化可以

教化人心、陶冶情操；同时质量低

下，庸俗、低俗、媚俗的内容产品，

也会贻害子孙。三鹿奶粉吃死人

可以追究责任，文化产品如果出

现了问题，该怎么办？”顾欣认为，

要切实提高包括演艺产品在内的

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品位，通过建

立完善的评价体系，通过科学合

理的标准，来规范艺术产品的创

作和生产。

“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不单是满

足消费，更重要的是引导消费。引

导消费有一个理念非常重要，就是

‘艺术家比人民高一点儿’。明白这

个理念，我们更能明白在什么样

的城市提供什么样的演艺产品，

就是你为那个城市提供的演艺产

品要比那个城市人们的需求高一

点儿，这样提供的演艺产品就会

有人来消费，你才能达到引导目

的。”李龙吟说，引导演艺消费有

两种方式：一是高档次的演艺产

品定期、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城

市巡演 。 任 何 一 个 城 市 都 有 一

定的高水平的演艺消费人群，只

是 有 些 城 市 还 构 不 成 支 撑 高 端

演出的群体，大城市的演艺团体

去巡演，满足一些城市部分人的

需要，一点点争取那里更多的人

气 。 二 是 高 层 次 的 演 艺 人 才 向

大 城 市 集 中，强 强 结 合，生 产 出

更 好 的演艺产品。比如，北京有

个河北梆子剧团，出现过刘玉玲

老师这样的大艺术家，但现在在

北京做河北梆子的商业演出非常

困难，而在北京郊区及河北、天津

等地有大量的喜欢河北梆子的群

体，为什么不把石家庄河北梆子

剧 团、天 津 河 北 梆 子 剧 团、北 京

河 北 梆 子 剧 团 集 中 成 一 个 团 ？

这样可以再现更好的剧目，更有

效地为河北梆子消费人群服务。

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只要

市场健全了，各地有什么需求，演

出商一定会去占领那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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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京津举办曹禺诞辰100周年研讨会

现代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演艺
本报记者 隗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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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萌）由文化

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

办，北京人艺、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共

同承办的纪念曹禺诞辰100 周年学

术研讨会，9 月 22 日至 26 日在北

京、天津两个会场分别进行，来自

国内外文化界戏剧界的 60 多名专

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曹禺

作品，品味大师人生。

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仅

有田本相、何西来等国内著名剧

评家，还有来自海峡两岸、美国、

日本等国内外戏剧界学者，也有

北 京 人艺老艺术家郑榕、蓝天野

等，他们通过不同主题、不同角度的

阐述，共同追忆曹禺，并展开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

研讨会期间，北京人艺同期

举行的曹禺经典演出季，也在用

上演大师作品的方式来纪念曹禺

先生。参与演出过曹禺笔下角色

的人艺著名演员杨立新、王斑、龚

丽君、冯远征、梁丹妮等，也都出

现在本次研讨会上。

新编京剧表现曹操休妻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北京

市京昆文化艺术团创排的新编京

剧《曹操休妻》近日在北京梨园大

戏楼公演。

该剧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

纪》与《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创

作，通过曹操别妻、瞒妻、逐妻、探

妻、休妻、祭妻的过程，塑造了雄

才大略、富有情感的曹操，刚烈执

着、终明大义的丁氏，端庄贤淑、

善解人意的卞氏以及恭谨忠孝的

曹昂等艺术形象。

在这出戏中，观众可以感受

到京剧艺术本体的魅力，品味京

剧传统音乐的香醇。北京市京昆

文化艺术团团长赵羽说，《曹操休

妻》是获得北京市政府首届新剧

目创作扶持资金的剧目，该团被

北京市评为品牌团队，每天都在

进行演出。他还表示，有了政府

的大力支持，民营剧团积极面向

市场经营，努力打造观众喜闻乐

见的好戏，未来市场大有希望。

剧场变会场

国内剧院缺乏演出季
伍 斌

由广西彩调剧团重

新 编 排 的 新 版 歌 舞 剧

《刘三姐》于 9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柳州市文化艺术

中心大剧场连演 3 场。

该剧运用多媒体技术将

广西旖旎的自然风光融

入剧中，增添了现代时

尚元素。 （新华社发）

大隐院线落地南昌后，首演剧目就选择了爆笑话剧《开心麻花之江

湖学院》。

浙交开拓挪威演出市场
本报讯 9 月 23 日，浙江交

响乐团团长陈西泠与挪威著名的

PJ 演出公司总经理彼得·耶格豪

签署了一份协议，明年下半年，浙

交将由 PJ 公司协助，在欧美开拓

演出市场。

据悉，PJ 公司曾制作过诺贝

尔颁奖典礼、ABBA 乐队演唱会、

挪威冰球世锦赛、瑞典公主婚礼

等大型活动。浙交通过 PJ 公司的

世博演出和计划中的欧洲巡演，

演出酬劳大涨，几乎比以往国内

演出翻了一番。例如，10 月 19 日

参加上海世博会瑞典馆演出，浙

交的一个四重奏，出场费抵得上

以往全团的出场费。

据了解，双方的合作始于世博

园开馆前，浙交在国内众多乐团中

被PJ公司选中，4月13日与神秘园

合作演奏《世博组曲》。这段合作录

像在挪威国家电视台和挪威馆播放

后，浙交引起欧洲各国家馆的注意，

意大利、挪威、波兰、瑞典的国家馆

日音乐会均主动找上门。

而9月25日，在世博园内的文

化中心举行的《挪威馆国家馆日庆

典音乐会》，又是 PJ 公司和浙交的

一次成功合作。整场演出的 17 首

曲目的演奏，都由浙交和挪威神秘

园乐队共同完成。神秘园还在演出

中献上他们的《你抚育我成长》等5

首经典保留曲目。 （屠晨昕）在上海红火一时的惊怵话剧《无人生还》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