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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 MAO 国际音乐节雨中落幕

“围绕票价，记者所做的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

中低收入人群、无独立经济

来源的学生，还是月收入上

万元的白领，所有人都认为

目前文艺演出票价太高，75%

的人认为票价高是阻碍自费

购票观看演出的主要原因。”

（《光明日报》）

对比国外文艺演出的票

价：在法国，一场演出的平均

票价为 20 欧元，学生和会员

更低，在 10 欧元至 20 欧元之

间。根据人均月收入 2500 欧

元的低档计算，法国人看一场

话剧演出，仅花费月薪的 1%

左右。反观我国，文艺演出成

为一种“奢侈品”。一场话剧演

出票价通常在100元至600元

之间，以 3000 元的收入水平

计算，看一场演出的费用占月

收入的 3%至 20%，比法国高

出数十倍。如此的比较更显

国内演出奢侈化的倾向，但面

对各方的说辞，似乎没有人愿

意为此承担责任。

事实上，不独法国，美国

百老汇的顶级歌舞剧的票价

不到美国工薪阶层月收入的

5%。然而，王菲个人演唱会

在 广 州 的 最 高 票 价 为 2500

元，而王菲在香港的演唱会

最高票价却只有 980 港元，周

立 波 的 巡 演 最 高 票 价 3880

元。可以说，内地大多数演

出的票价都比境外同类演出

票价要高出不少。动辄相当

于普通工薪阶层一半月薪的

天价演唱会门票，要么让普

通公众走开，要么只能让人

惊呼“天价”。

有人认为，演出成本、上

座率、公款消费一再推高演

出票价位，但事情并非如此

简单。在笔者看来，这是商

业逻辑和势利逻辑共同主导

的产物。

应该承认，文艺演出成

“奢侈品”的出现有着特殊的

时代原因。商品经济追求利

益最大化，它要寻求最大的

购买群体，而文化工业促成

了文艺产出的批量化和标准

化模式。在这样的逻辑下，

公 众 对 文 艺 的 鉴 赏 变 为 了

“消费”，经济价值取代了文

艺的精神特质。但在文艺演

出成“奢侈品”的背后是内容

让位于利益，利益攫取成了

文艺演出的主宰。可以说，

文艺演出成“奢侈品”的商业

逻辑昭然若揭。

进一步说，文艺演出成

“奢侈品”导致了媚俗化——

既讨好富人又讨好权力，而

单单忽视了普通公众，这不

仅 仅 是 追 求 感 性 消 费 的 体

现，而且也丢掉了文艺的本

真部分。在这里，我们只看

到了文艺的异化，而没有看

到 文 艺 精 神 的 张 扬 。 殊 不

知，就文艺来说，普通公众才

是“衣食父母”，而不是高官

贵人和腰缠万贯者，如果说，

文艺演出仅仅是为了指向有

钱人，那么，将是严重的扭曲

和自我放逐。因为在文艺表

演者那里，根本就没有给普

通公众存在的位置，只会把

文艺与普通公众人为地隔离

开来。由此可以认为，文艺

演出成“奢侈品”，一方面是

一种堕落，是“自绝”于普通

公众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折

射着严重的势利危机。

离开了普通公众支持的

文艺演出，能走多远呢？一

味谄媚于富豪和权贵的文艺

演出，真的是我们需要和期

待的艺术吗？

追 踪

本报讯 （记者李琤）9月11日

晚 12 点，在秋日阴冷的小雨中、在

泰山脚下的泰安市体育中心里，

为期两天的泰山 MAO 国际音乐

节在乐迷们狂欢的热潮中落下

帷幕。许多远道而来的乐迷们

与泰安的观众一起在这里释放

热情，掀起了音乐节中一次又一

次的狂欢潮。

本次泰山音乐节在现场设置

了两个舞台，从10日下午2点开始，

乐迷们穿流在 love stage 舞台和

MAO 舞台之间，与乐队一起感受

音乐的魅力。音乐节上很多国际知

名乐队组合都是首次来泰山表演，

来自上海的水晶蝶乐队也是第一次

来到泰山参加音乐节，他们表示“泰

山很雄伟，歌迷非常的热情”，同时

对本次泰山MAO国际音乐节专业

化的舞台、音效等表示赞赏。

在 LOVE 舞台旁的涂鸦墙，

来自全国各地的团队在这里留下

自己的作品。涂鸦者中有一位来

自“耳濡目染”团队的大熊，他说，

喜欢涂鸦的人也都很喜欢音乐，

在音乐节涂鸦也是独一无二的。

除此之外，现场的跳蚤市场和美

食街也热闹非凡，来自北京的“爱

恨交织”团队，自 2009 年至今已经

参加过 60 多个音乐节，规模遍及

10 余个国家，是本次音乐节跳骚

市场的领头团队。

11 日晚，随着谢天笑与乐队

最后登上泰山 MAO 国际音乐节，

在古筝与摇滚乐的完美结合，令

现场乐迷热情持续高涨，虽然小

雨一直在下，但台前依旧是一片

欢乐的海洋。谢天笑的谢幕也宣

告 2011 年泰山 MAO 国际音乐节

落下帷幕。

本报讯 （记者于帆）继去年

方大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出

道后的第一场北京演唱会之后，

10 月 22 日，方大同将再来北京，在

五棵松体育馆万事达中心举办《15

方大同 2011 北京演唱会》。此次

演唱会作为新专辑《15》巡演的一

部分，方大同将在现场展示最开心

的自己。

作为华语乐坛“四小天王”之

一，方大同近年来凭借自己出色的

创作才华成为新一代创作歌手的

代表人物。对于这次演唱会，方大

同坦言自己很少在舞台和服装

造型上花心思，但是对乐器要求

甚高，据他透露，本次演唱会的

一大特色会更换多把吉他进行

演奏。另外，此次演唱会专门为

广大学生听众准备了 180 元的低

价位门票，该档票价特别超值，

在座位上相当于以往万事达中

心演唱会的中档价位票。方大

同希望能有多一些学生朋友有

机会来跟自己一起分享音乐的

乐趣，让他们能在现实生活中一

起追逐音乐的梦想。

方大同北京个唱首登万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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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同（右）在演唱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李 琤 摄

杂技剧创作如何适应市场
李延年

杂技剧、杂技主题晚会是上

世纪末出现在中国艺术舞台的新

品种，在杂技史上有里程碑的意

义，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杂技艺术

不仅以技巧征服观众，在运用服、

化、道、声、光、电等综合艺术手段

方面足以和其他艺术品种媲美，

同时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表现

戏剧矛盾方面有独到之处。这是

中国杂技在艺术上日新月异的突

出亮点。

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全

国杂技团体创作演出的杂技剧和

主题晚会近 40 台。其中不乏精品

之 作 ，如《依 依 山 水 情》、《天 鹅

湖》、《时空之旅》等，但仍有很多

的 作 品 投 入 大 量 资 金 却 打 了 水

漂，演出了几场便寿终正寝。莫

说是大产出，就是收回成本也困

难。还有些杂技剧或主题晚会，

在 创 作 上 沿 用 概 念 化 的 艺 术 手

法、主题先行，在表演上不生动，

技巧上无新活，没有市场是必然

结果。

理一理创作理念，总结一下

走不出去、找不到市场的原因，减

少创作上的盲目性，杂技节目上

的大型投入，笔者认为是十分必

要的。

剧目题材精心选择

杂技剧目的题材选择往往会

决定一部剧作的命运和前途，那

种哲理性说教味很强，矛盾冲突

复杂、人物众多的题材，不适合用

杂技剧表现。一般杂技剧题材的

首选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流传广

泛的经典、传播久远的名著，杂技

剧《天鹅湖》、《西游记》、《花木兰》

的成功印证了这一点。

经典名著中的人物、情节为

中外广大观众所熟知，杂技剧的

创作者不必再为交代剧情而花费

很大力气，更不用为观众是否能

看懂剧情而担心。从一些成功的

杂技剧、杂技主题晚会中，我们看

到睿智的编剧、导演绝不在剧情

交代上纠缠，而把主要精力投入

到杂技本体特质的张扬和剧中人

物的细微刻画之上。

主 题 晚 会 要 求 舞 台 呈 现 新

颖，表现生动，艺术手法绝不能过

于传统。所谓主题要在舞台上生

动的表演中自然流露，决不可强

行“突出”和硬贴。观众到剧场看

杂技是放松是愉悦，绝不是为受

教育而去。杂技主题晚会《依依

山水情》、《时空之旅》的成功，笔

者认为有三点：从舞台形象到舞

台呈现十分新颖，绝无似曾相识

的手法；超现实的表演风格生动、

浪漫，让观众沉浸在轻松的艺术

氛围里；不刻意张扬主题，主题蕴

含在整体架构中。

技巧使用方向明确

杂技剧的编剧、导演依靠杂

技语汇讲故事，用杂技语汇设计

主人公的行动轨迹。这就要求杂

技剧中的技巧动作要有十分明确

的方向性，方向性是全剧之“魂”，

这也是与普通杂技晚会最不同的

地方。杂技剧故事情节的展开，靠

的是剧中主人公的行为走向，即行

动线，主人公的行动线为剧中的杂

技技巧规定了明确的方向性。

以杂技剧《花木兰》为例，女

扮 男 装 ，替 父 从 军 便 是 全 剧 之

“魂”，一切杂技技巧的设计必须

围绕全剧之魂展开。应当强调杂

技剧绝不是杂技技巧的展示加上

穿着主人公服装的人物在舞台上

上下下。这一点如果不明确就使

舞台上的杂技动作、高难技巧没有

了灵魂，成为技巧的堆砌。杂技动

作的方向性是统揽全剧之纲。问

题是当今有相当一些杂技剧的创

作仍然和做普通杂技晚会那样，仅

把一个又一个的节目罗织在一起，

而没有为其设计“方向性”，仅仅停

留在杂技技巧展现的层面。

还有些改编、新编杂技剧与普

通杂技晚会所不同之处只是多了

几个观众不知所云的窜上跳下的

所谓“人物”，把原本丰富的原著和

剧作弄的简陋而平庸。这种概念

化的剧情、标签式的人物、没有灵

魂的技巧，加上传统式的陈述和非

人物化的表演形式，即便烧再多的

钱、吹得再响也只能是“绣花枕头”

没有生命力，更不会有市场。

细节设计凸显品位

随着广大观众文化水准的变

化和艺术欣赏口味的不断提高。

一般水准的演出很难达到他们的

要求，因此杂技剧的文学性不容漠

视。杂技本非出自名门，更无书香

门第之血脉，它的世家是走江湖卖

艺为生的杂耍，经过多少代人的努

力，凭着它的艺术品位和高超技艺

如今已步入世界最高艺术殿堂被

人刮目相看。杂技是竞技艺术，国

内外各种赛事很多，比来赛去当技

巧难度升到极限，最后还是比拼作

品的艺术价值。如果把杂技技巧

视为杂技剧的硬件，那么其文学性

便是杂技剧的“软实力”，两者相辅

相成，不可偏废。

让观众百看不厌的主题杂技

《依依山水情》、标题杂技《东方天

鹅——芭蕾对手顶》、《梅颂——

转 毯 造 型》、《群 钗 嬉 春 —— 空

竹》、《太阳神之子——钻圈》、《墨

荷——蹬伞》、《奔腾——男子抖

杠》等作品中，自然流淌出的诗画

般的意境，让人如痴如醉，编、导、

演所共同制造的艺术张力，把观众

带入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笔者认

为这种文学性的注入和文学氛围

的营造，远比让观众捏着一把汗，

提心吊胆地观看叫人心律加速的

高难技巧，更具有艺术审美价值。

在欧美，观众习惯于讲故事

的手段和细节要求互相统一。作

为杂技剧，仍然需要戏剧细节的

支撑。精彩的细节会给全剧增添

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而成为闪光

点，同时也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

记 忆 。 比 如 在 杂 技 剧《天 鹅 湖》

里，白天鹅初见王子时，投向王子

的那痛苦、哀伤、乞求的眼神，使

得王子被深深触动并魂牵梦萦。

这个细节的设置和描绘有极强的

审美张力，动人心魄。致使全剧

的戏剧走向发生变化。

舞台支撑“四梁八柱”

杂技剧姓“杂”，技巧是杂技

剧呈现于舞台的基本元素。“四梁

八柱”是剧作的支撑点。所谓“四

梁八柱”是指全剧在不同的位置

起着支撑作用的主打节目，既有

分量，能够压得住台，又是剧中的

中心看点。“四梁八柱”的设置不

仅要技巧过硬，还要以独有的特

色融入剧情。杂技剧《天鹅湖》中

挑大梁的节目是“头顶芭蕾”，该

节目无论技艺还是特色都是世界

杂坛一流的，剧中其他主要节目，

如“四个小青蛙”“双人柔术”“球

上高杆”也都独具魅力。

然而在有些杂技剧中，要么

没有挑得起大梁的大型节目，要

么“四梁八柱”节目技巧、样式与

其他杂技剧相互雷同，无差别和

差别小，这是当今杂技剧和主题

杂技晚会的一大流弊。“草帽”“绸

吊”“ 钻圈”“ 空竹”……技巧、道

具、样式如出一辙，外国演出商常

常对这种一味模仿的艺术重复十

分不解。下大力气增大中国杂技

产品的“差异化”，是更多的占有

国外市场份额，提升杂技剧价值

的重要突破点。

俏佳人传媒、ICN电视联播网

做一台“年味儿十足”的海外春晚
本报记者 李 琤

春节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最

隆重的传统节日，特别是对于在

外闯荡的游子来说，春节团聚是

心 中 最 美 好 的 愿 望 。 作 为 新 民

俗，也是春节文化重要载体之一

的春节联欢晚会，是每年春节期

间 不 可 错 过 的 节 目 。 从 去 年 开

始，在美国 400 多万的华侨华人

中，观看 ICN 北美电视春节晚会

（简称“ICN 北美春晚”），成为除

夕夜里的一项保留节目。

海外华人期待春晚

ICN 北美春晚由国内知名的

文化企业俏佳人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旗下美 国 最 大 的 华 人 媒

体 ICN 电视联播网共同创办的，

是 一 台 面 向 多 族 裔 观 众 的 国 际

性春节联欢晚会，在让海外华侨

华人共同欢庆春节的同时，也让

更多的海外观众认识中国年，参

与中国年。

2011 年（兔年）的除夕之夜，

ICN 全美 16 个电视频道及中国本

土电视媒体对 ICN 在美国旧金山

首次举办了“兔年”春晚活动，进

行了报道与实况播出。

在这台晚会上，中美主持人

联袂主持，中美演艺人员同台演

出，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场景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中外

流行歌曲串烧，美国斯坦福大学

的弦乐七重奏《沂蒙小调》，引起

观 众 的 强 烈 共 鸣 。 意 想 不 到 的

是，“兔年”春晚收到了美国主流

社区和当地华人的很大反响，吸

引 了 许 多 美 国 本 土 观 众 的 热 情

参与。

“尽管由于时间仓促、经费有

限，整台晚会还有许多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但这种纯朴的演艺形

式，赢得了当地观众的肯定，以至

于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景象。”晚会

总 策 划、ICN 副 总 裁 孙 太 泉 说，

“还有更意外的是，5000 套预售的

演出光碟，居然卖脱销了，后来又

追加 2000 套，还不够用。要知道

一般情况下，一个新音像产品送

到 美 国 市 场 的 首 次 发 行 量 也 就

5000 套，还未曾有过一次性销售

完的。后来调查发现所有参加演

出的人都把这个当成新年礼品。

这种自发传播的口碑效应比任何

一种宣传都有效。”

“在北美地区每到春节期间，

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小范围的春节

联谊活动，体现出海外侨民对中

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念，

然 而 在 ICN 电 视 联 播 网 出 现 之

前，北美地区从未有过电视春晚

的形式。从北美电视春晚之后，

我们感觉到，电视春晚在华侨华

人之间影响力以及由此产生凝聚

力，比一般的、自发性的联谊活动

更 能 产 生 质 的 改 变。”孙 太 泉 介

绍，“这就是市场对电视春节晚会

的急迫需求。在美国，需要一个

电视春晚，来反映北美华人社会

乃至关注华人社会的族群，这也

表现出华侨华人对这个欢聚一堂

的节日向往。”

从各方反馈回来的好消息，

让 ICN 决定把北美春晚作为固定

项目常年办下去。2012 年，正值

中国的“龙年”，ICN 经过精心策

划，最终以“龙腾四海”为主题，在

北美地区和国内掀起了“2012 北

美电视春晚”系列活动。

精心准备“年味儿十足”

从 7 月 1 日开始，ICN 就在美

国和国内开启了 ICN 北美电视春

晚系列活动，以春晚演出为核心，

囊括春晚海选、电视专题推广、春

节庙会巡演、中美拜年互动联欢、

最佳节目评选等一系列活动。从

时间跨度上来看，系列活动持续

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从空间跨度

上来说，活动将实现中美两地联

动，各族裔选手齐参与，成为一场

真 正 的 国 际 性 文 化 推 广 交 流 活

动。同时，活动全程借助 ICN 电

视联播网、国内电视媒体、网络直

播实现了中美两地覆盖，在 ICN

北美和中国观众之间进行充分的

宣传和互动。

此外，在即将出炉的晚会节

目单上可以看到，ICN 北美春晚

主要有歌曲、舞蹈、魔术、相声、小

品、民间绝活等，以民俗类节目形

式为主，展现浓浓的年味；以乡音

乡情为主，牢牢抓住人的亲情；以

中国元素为主，结合当下流行时

尚；以民族文化为主，切入不同视

觉样态。

“歌星明星故事化、领袖政要

平民化、老板名人百姓化、外国艺

人 中 国 化、中 国 艺 人 国 际 化，呈

现一台地地道道的年夜饭。今年

我们不仅从节目质量，整体策划

以及舞美专业效果上，都会有一

个详细的策划和精心的准备，同

时还在电视中设置了一个保留项

目——‘两地情、两地书’的拜年

节目，通过与国内的一些地方电

视台合作，让在美国读书的子女

与在国内的父母，通过电视画面

来互相拜年，抒发两地的感情，逐

步渲染出整个春节气氛，让北美

春晚不仅年味浓、人情味也浓。”

孙太泉说。

他表示，通过海外电视国际

春晚使全世界的华侨、华人产生

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找回

最 具 人 性 最 具 亲 和 力 的“ 家”文

化。这是中华大家庭的需要、是

海外华人华侨的情感需要，更是

中国发展战略的需要。现在，中

国的年轻人都喜欢过圣诞节，而

春节在海外还局限在华人圈及亚

裔。“我相信，只要经过一系列春

节推广活动，同样可以让世界人

民接受和喜爱。”

品牌效应 观众认可

为 什 么 ICN 电 视 联 播 网 能

挑起大梁，每年坚持制作一台专

属 于 北 美 的 电 视 春 节 晚 会 呢 ？

孙 太 泉 说：“ 这 既 是 出 于 ICN 长

期以来在美国本土的品牌效应，

更 是 因 为 近 年 来 ICN 积 极 在 海

外 传 播 中 国 文 化 的 成 绩 得 到 了

观众认可。”

ICN 电视联播网是北美覆盖

范围最广、收视人口最多的华人

电 视 媒 体 ，它 的 前 身 是 成 立 于

1980 年 的 台 北 国 际 视 听 传 播 公

司，主要从事华语节目的电视播

放（台标为“国际卫视”），至今已

30 余年。目前 ICN 拥有 16 个频

道，5 套节目（4 套中文节目、1 套英

文节目），中、英文 24 小时播出高

清电视节目，约达 1 亿收视用户均

可免费收看，是北美华人中最受

关注和喜爱的电视媒体。

ICN 坚持打造精品栏目，以

“本地化”为本，全天 24 小时英文

播出表现中国元素的电视节目。

同 时 以 观 众 收 视 需 求 为 节 目 导

向，汇集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高

收视综艺娱乐节目，满足不同层

次观众收视需求，制作播出一大

批观众喜闻乐见的本地节目。

“正是因为 ICN 电视联播网

多介质、双语传播、节目本土化以

及包容性强等特点，我们在北美

的华人圈中有较大的影响力。我

们期待着这种影响力产生的口碑

传播效果，让中国年在北美深入

人心。”孙太泉说。

前 瞻

9 月 10 日，泰山 MAO 国际音乐节上，“跳水”的乐迷。 本报记者 李 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