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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在百老汇，1 美元的票房可以带动

10 美元的附加消费，剧场经济圈的效应

非常明显。这种经济圈在中国完全可

以复制，采取音乐剧与商业地产合作的

方式，实现从音乐剧消费前端到终端的

一条龙服务。”七幕人生 CEO 杨嘉敏谈

及我国音乐剧未来的产业生态时，描绘

着这样的愿景。但在实现这个愿景的

过程中，有哪些桎梏需要解决？未来音

乐剧的路该怎么走？

绕不开好内容

杨嘉敏用一组虚拟数字说明音乐

剧的盈利模式：前期投入剧目 500 万元，

单场运营成本是 10 万元，每场票价为

300 元。以每场座位数为 1000 个来计

算，全场卖完后票房收入是 30 万元，在

这种情况下，需要演出 25 场来实现盈亏

平衡。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操作

中，上座率不会每场都爆满。以上座率

60%来算，全场的票务收入是 18万元，再

扣掉票务提成、运营成本等，每场有 4 万

元的净收入。场次达到 125 场时，刚好

回本。此后再继续演，就是纯获利了。

中文版音乐剧《Q 大道》的运作模式就是

如此，它主要表现毕业后的大学生在生

活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把严肃深

刻的现实用喜剧的形式表演出来，让观

众在欢笑声过后，“乐”定思痛。“这部剧

现在已经开始盈利。”杨嘉敏说。

实际上，票价只是激活受众的一个

层面，更深层次的是观众对音乐剧了解

不多、音乐剧的生产要素不足。这一方

面限制了汉化版音乐剧消费潜力的挖

掘，一方面限制了原创音乐剧的创作。

北京世纪华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

理汪鹏飞、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傅

显舟等也提到了这些桎梏。他们解释，

在现阶段，推广音乐剧除了要推广剧

目，还需承担许多教育市场的工作。在

音乐剧创作方面，虽然有作曲、舞蹈等

领域的顶尖人物，但缺少同时对音乐剧

很了解的人才。

对待这一问题，杨嘉敏采取的方式

是最大限度地让观众进入剧场去体验，

这样能最快培养观众。在人才培养上，

杨嘉敏和国外制作音乐剧的团队合作，

让本土创作者和国外优秀团队一起工

作，零距离了解音乐剧的生产细节。汪

鹏飞采取的方式是，目标先定位于儿

童，进行长期培养。“音乐剧在国内的发

展是个长期的过程，现在我们正在筹备

儿童音乐剧的创作。”汪鹏飞说。

“还得从音乐剧本身来出发，要做

就做经典，做能够常演不衰的音乐剧。”

傅显舟解释，首先在选材上，最好选择

社会长期关注的话题，这样不容易过

时；然后通过喜剧、有艺术感的方式呈

现在观众面前。关键的一点是，音乐剧

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作曲、舞美、灯光等

都必须是行业内的顶尖水平。谈及此，

傅显舟举例说，音乐剧《猫》如果没有

《Memory》这首歌，就会沦为二流音乐

剧，国产音乐剧《芳草心》没有《小草》这

首主题歌，也难以形成影响。

要建立商业模式、释放版权

国内音乐剧目前主要分为 3 条路在

走：直接引进国外剧团驻演、原创和中

文版。多年来，并未出现音乐剧的井喷

之势，为此，学界和业界都在探讨盘活

音乐剧市场的新方式。比如直接引进

国外剧团，不能进行长期驻演，也违背

音乐剧的发展规律，并非音乐剧发展的

明智选择。近年来国内原创音乐剧有

《聂小倩和宁采臣》、《爷们儿·叁》、《钢

的琴》等，但都是昙花一现，并未形成经

典和达到长期驻演的规模。“一是商业

上不能持久盈利，二是剧目本身没修改

提高到精品水平。”傅显舟分析说。

所以，原创音乐剧盘活市场的第一

步需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为此，傅显舟结合自己 20 多年来研究西

方音乐剧的发展情况和国内的音乐剧

市场行情，总结出一个“三三制”的商业

模式，“能最小限度地降低投入成本和

经营风险。”他进一步解释，在投资的最

早期，先投入 3000 元，选择擅长该领域

的剧作家来巧妙构思，写出故事的梗

概，经过投资人、编剧、作曲家等主创团

队的讨论后，如果觉得可以，就再投入 3

万元来制作小样，创作出精彩歌曲、精

彩场面，进行试演，这时候多写 2 至 3 首

歌词，或 1 至 2 场戏剧，并采取办 party 的

方式唱出来，主创团队与投资老板都认

可，就再继续投入 30 万元，这时候在没

有舞美的情况下排出来，在剧场里面试

演，找媒体、专家、观众看演出提意见。

如果大家反映还不错，再投入 300 万元

来做舞美完成公开演出。“每个阶段都

可以改正和反思，并看到效果，不至于

一次性投入，到市场上又经不住考验。”

傅显舟说。

盘活市场的第二步，是释放原创音

乐剧的版权。在国外，一部音乐剧的改

编权与演出权可以买卖，只要自己有想

法，能把音乐剧改编得更好，在经过版权

方同意后，任何人都可以去改编。而在

国内，舞台剧尤其是综艺戏剧的歌剧、音

乐剧版权分配细则不明晰，音乐剧著作

权牵涉作曲、编剧、舞蹈、舞美设计与导

演等多个环节，到底是谁拥有版权，并未

明确规定。“所以很多有可塑性的音乐剧

在演不动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白白浪费

了资源。”傅显舟说，这些年来，有 20至 30

部戏是可以复排的，改编之后说不定就

能沉淀下来，成为经典。对此，傅显舟建

议，相关政府部门应明晰音乐剧的版权，

让好戏的版权像工业产品的专利权一样

在市场状态下流动起来。

“互联网+”串联产业链6要素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教授

居其宏曾提出音乐剧产业链的六大构

成要素：创意与决策要素、艺术本体要

素、融资与商业运营要素、衍生产品要

素、演出院线要素和相关产业要素。其

中前两者是产业链的龙头，为创作部分；

相关产业要素是其龙尾，为音乐剧带动

的经济圈；中间三者是其龙身，为营销部

分。如今缺的就是把这六要素串起来的

“ 线 ”，而 互 联 网 恰 好 可 以 作 为 这 根

“线”。采用互联网思维来进行运作，即

运用互联网这个媒介来聚合对音乐剧感

兴趣的观众，在线上进行交流和探讨。

具体而言，在音乐剧创作之初，通过

互联网的工具，如微信、微博、豆瓣、论坛

等形式来扩大信息覆盖面，让更多观众

知道有音乐剧在进行创作。与此同时，

对观众进行市场调查，看看他们的偏好

是怎样的，然后进行后续制作和经营。

在营销部分，演出之前，就提前采用互联

网发信息、关注指南的方式调动观众的

好奇心和活跃度。比如，截取音乐剧中

的一个片段放入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传

播。此外，为了增加音乐剧的卖点，可以

在互联网上广泛征集对某一音乐剧情节

比较感兴趣的观众，让他们自己来体

验。或是选取观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参

演的明星或其他公众人物。“在《Q 大道》

中，当又一拨租客来租房时，这时的房客

就有明星和观众分别来客串过。”杨嘉敏

介绍说，“争取在每场剧中都有亮点，让

观众时刻保持新鲜感。”更为重要的是，

音乐剧的衍生品分为版权衍生和实体

产品的衍生。因此，在剧目创作之初就

要把剧目的标志、纪念品制作与销售、

剧目纸质出版物以及各种授权等衍生

产品考虑在内，这样后续的营销才能通

过互联网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为 纪 念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排演的戏曲歌舞剧《烽火天福

山》于 8 月 31 日晚正式首演。

该 剧 讲 述 了 1937 年 12 月 24

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发动的

天福山起义，打响胶东抗战第

一枪，创建由共产党领导的山

东 人 民 抗 日 救 国 军 第 三 军 。

图为演员在剧中表演妇救会

找来红布为山东人民抗日救

国军第三军制作军旗。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看演出买不到票怎么办？找‘黄

牛’！”近年来，在文艺演出、大型展会以

及节目录制演播室外，“黄牛”的身影无

处不在。在不少消费者眼中，“黄牛”已

成为除正规售票网络之外的重要销售

渠道。层层监管下，“黄牛”为何还能神

通广大？

“黄牛”拿票，背后几多利益链？

国家大剧院不久前举办的李云迪

演奏会开始前，记者查询官方售票网络

已经显示无票，售票窗口工作人员也表

示票已售罄，但国家大剧院附近的“黄

牛”手中则仍有大量余票。

“李云迪一年能到国家大剧院演出

几回啊？这票上个月一放出来就被抢

光了。”一位“黄牛”告诉记者，他们通过

特殊路子拿到门票，所以肯定要赚些辛

苦钱，票面价格 200 元的门票被抬高到

700元到 800元，1000元以上的好座位则

几近翻倍。最终，记者在演出开始前以

500 元的价格从“黄牛”手中购得一张原

价 200 元门票。记者进入音乐厅发现，

身边仍有不少空座。熟悉“行规”的业

内人士表示，这些空座大多可能是“黄

牛”们囤票未售完而“烂”在手里的。

福建福州市民林钦酷爱观看话剧

等文艺演出。她告诉记者，有时演出买

不到票时，就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演出

地附近“蹲点”，一般都能遇上“黄牛”。

“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也能买到票，就当

是一次你情我愿的交易。”

很多观众对记者表示，他们对“黄

牛”又爱又恨。“虽然通过‘黄牛’买到票

了，但我也会质疑为什么他能搞到票？

为什么我不能把更多的钱付给付出劳

动的演职人员？”一位观众说，感觉“黄

牛”既从顾客处赚钱，更压榨、侵害了演

出人员的利益。

记者了解到，目前演出市场需求庞

大，“黄牛”通过多种渠道，在门票收购、

转手等环节获取利益，并能做到各相关

方利益共享，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

链条”，实现长期合作。当前“黄牛”的

票源主要有几种渠道：

——二手票。一些单位或个人会

把赠票、内部票等通过一些手段流转到

“黄牛”手里，以票套现。

——内部关系票。随着有关部门

打击力度加大，假票在市场上生存难度

越来越大，“黄牛”手中大多以真票为

主。记者询问部分“黄牛”发现，几乎所

有人都把这些真票来源指向内部关系，

通过熟人、买通内部关系等渠道，“黄

牛”可以拿到一些关系票和大幅低于正

规定价的门票。一些地方警方还曾破

获某票务公司员工非法打印门票供给

“黄牛”牟利的案件。

——代购票、囤票。国家大剧院附

近的一位“黄牛”告诉记者，他手中拿到

的“北京市文化惠民票”都是通过办卡

从正规渠道买出来的，办卡花了不少

钱，所以要加钱卖票。一些网上“黄牛”

是收钱后进行加价代购。

疏堵结合，优质资源才能走向大众

猖獗的“黄牛”，到底有没有人管？

记者就国家大剧院周边公然销售

“黄牛票”一事咨询其票务部门，工作人

员表示并不了解。北京市公安局西城

分局国家大剧院派出所的一位负责人

表示，警方不定期对“黄牛”进行专项打

击，平时国家大剧院周围都有民警巡

视，尤其是在演出开始和结束时有重点

巡视。针对记者反映的情况，他们表示

将加强巡查。

虽然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

“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

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

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等行为有明确

的处罚标准，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

取证难、执法难等多方面困难，例如对

于“黄牛”的交易过程难“抓现行”，一些

“黄牛”倒票价格低尚未达到某一标准，

对其处罚力度有限无法达到有效惩戒

效果。

长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有关人士

表示，治理“黄牛”需要主办方、警方和

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共同

发现和查处，并强化对于票务市场的常

态化监管，及时封堵售票环节中存在的

空子。同时，建议进一步细化相关惩戒

措施，提高违法成本。

“‘黄牛’之所以屡禁不绝，根本原

因还在于供给需求不平衡。”福州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认为，当前优质演

出等资源较少且相对集中，消费者的需

求却越来越大。因此他建议，改进当前

演艺市场的票务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并

实行票务实名制，提高票务购销环节的

技术含量，尤其是对于一些高水平的演

出等活动，可以将票务信息与身份信息

关联，让演出和各类活动资源真正到达

百姓手中。

戏曲推广需要播种式营销

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问道，古典音乐在欧洲正在逐步萎缩，请

问在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可见主流艺术的滑坡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戏

曲从主流文化滑向边缘的过程，是这种被动局面的组成部分。比如，我们

在 2004年和 2008年所做的两次大规模观众调查表明，喜欢戏曲的人群比例

从 21%下降到了 9%。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听到“戏曲”两个字往往存在两个误区，或觉得“看

不懂”或认为“不好看”。其原因可能是没有过真正的现场观剧体验，也可

能是没机会接触到优秀演员和优秀剧目。营销的源泉是信息不对称，营销

的本质是传播与沟通。对目标受众的深刻理解、良好的营销传播、节目与

服务和受众期望之间的契合，是市场推广的三大着力点。

传统戏曲需要用现代意识和创新理念来推广。文化多元化和艺术小众

化是演艺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小众艺术不去研究大众心理就不会有前途。

根据我们做过的三次观众调查显示，看过戏曲的观众中，觉得“很好看”的占

45%，认为“好看”的占 41%，两者相加达 86%。反映“一般”的为 13%，说“看不

懂”的仅 1%。所以，对演出市场而言，重要的是播种和耕耘，千方百计地去了

解观众、拓展观众队伍，否则就不会有未来。 （来源：《东方早报》）

粤剧传承要靠“小鲜肉”

曾有机构做过粤剧的发展调查，结果显示，60 岁以上喜欢听粤剧的占

比 75%；18岁以下的人只有 13%。听众逐步老龄化、无法吸收年轻力量进入

粤剧的世界，成为粤剧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正因为没有观众、缺乏收入，

粤剧的推广、传承举步维艰。

与粤剧相比，粤语讲古的日子似乎好过一点。张悦楷、颜志图等讲古

大师的声音几乎渗透在每个老广的生活中，即便当下广州的“80 后”，成长

时谁没有听过人称“楷叔”的张悦楷在电波中讲古？而当颜志图收了“小鲜

肉”做弟子后，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有了传承的希望，年轻血液的注入带动

了一批又一批新鲜人的关注。对粤剧而言，同样如此。没有年轻的血液，

谈何传承？而用什么方式让年轻人爱上粤剧，尤其是让从四面八方而来的

新广州人也对粤剧感兴趣，是一道待解的方程式。 （来源：《广州日报》）

电影改编音乐剧是把“双刃剑”

在百老汇，将电影改编成音乐剧已经成为一股新的潮流。近日，《007》

系列影片制作人哈里·萨尔兹曼之女宣布，已经策划将 007的故事搬上音乐

剧的舞台，准备在美国纽约或拉斯维加斯首度上演。

音乐剧水涨船高的投入让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日渐热衷于“走捷径”，将

电影改编成音乐剧就是最讨巧的方法之一。“动辄上千万美元的投资对任

何制作人而言都是高风险。改编经典为的就是吸引电影的粉丝走进剧场，

是控制风险的捷径。”在音乐剧《人鬼情未了》的执行导演保罗看来，把一部

观众接受度高的电影改成音乐剧，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保证

一定程度的票房收入，但另一方面改编作品很难在艺术上超越原作，电影

认知度越高，观众获知信息越多，舞台上能呈现的东西就越有限。

“如今的百老汇已经陷入了以大制作、高科技来吸引观众的窘境。动

辄几千万美元的制作成本，也只能轰动一时，却没有为百老汇带来更多观

众，也无法制作出常演不衰的经典之作。”参与制作过 50多部戏剧作品的美

国三套车戏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兰德尔·巴克在上海参加音乐剧论坛时一

语道破天机：“从统计数据来看，进入百老汇剧院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虽

然百老汇一直在盈利，但那只不过是仗着票价上涨来榨取利润。当年《西

区故事》只要 5 美元，而现在看一部百老汇音乐剧至少要 175 美元。原创内

容的缺乏已经是全球音乐剧制作者面临的共同问题，毕竟原创才是这个行

业保持活力的源泉。” （来源：《文汇报》）

（蔡 萌 整理）

本报讯 作为2015河北梆子经典

大戏演出季中观众最为熟悉的剧目，日

前，名剧《蝴蝶杯》在河北固安大剧院

演出，该剧由河北梆子“铁嗓皇后”张

慧云的亲传弟子高殿军担当主演。

河北梆子经典名剧《蝴蝶杯》是

张慧云的经典代表剧目，讲述了青

年俊朗的田玉川与渔家女胡凤莲之

间阴差阳错、情节曲折的故事。该剧

之所以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一方面是

因为唱腔经典有韵味，另一方面演员

对剧中人物情感的揣摩在演出中呈

现得十分到位。在本次演出中，饰演

胡凤莲一角的高殿军，唱腔深得张慧

云传教，每每高音一起或者长拖腔一

结束，台下便会响起掌声。尤为值得

关注的是，他已经 64 岁高龄，而且是

一位乾旦（男人饰演女性角色）。高

殿军表示：“多年来关注河北梆子，我

发现当代社会中流行文化已经成为

主流，而我们积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似乎要被淘汰，‘南有越、坠、黄，北有

京、评、梆’的局面早已消失不见。”他

希望以一己之力唤起更多观众走进

剧场，感受传统文化的美。他认为，

“地方戏更要注重原汁原味原创，发

挥地方特色、地方优势才能让地方

戏走得更远。” （于 帆）

本报讯 8 月 28 日至 30 日，由

台湾绿光剧团授权、北京世纪华鹏

制作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大陆

版）2015年全国巡演在上海完成了第

一站演出，随后，该剧将陆续前往杭

州、广州、厦门、珠海、常熟、西安、长沙

7个城市进行演出，最后将于 10月底

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完成首轮巡演。

据介绍，《台北上午零时》由台

湾作家吴念真担任总编剧及导演，

他将自己少年时在台北的学徒经历

放进了戏里，恶毒的铁工厂老板、善

良的老板娘、憨厚的老山东、可爱的

阿玲、有情有义的三个铁工厂学徒，

这些普通角色在舞台上演绎出底层

人真实的生活状况，波澜不惊中饱

含人情味。今年 1 月，经过近 1 年的

前期准备，北京世纪华鹏与台湾绿

光剧团采取版权引进的形式进行合

作，推出《台北上午零时》（大陆版），

在北京、上海两地首演 8 场，座无虚

席。吴念真表示，希望大陆观众透

过舞台剧看到台湾上世纪 60 年代普

通人的平实生活，在类似的生活体

验中让彼此更加了解、更加亲近。

（程丽仙）

演艺论语

“黄牛”疯狂，拷问票务市场几多畸形？
新华社记者 刘 硕 陈弘毅

《台北上午零时》首轮巡演启动

日前，由数虎图像与艾亚文化联合出品的加拿大多媒体音乐剧《爱丽丝

梦游仙境》中文版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本次上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文

版取材于经典童话，采用最新的 3D 动画电影与真人的互动形式。图为该音

乐剧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于 帆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