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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推出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演出季
近日，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推出纪念

中国话剧 110 周年演出季，20 台中外精品话

剧将在 6 月至 12 月将亮相京城各大剧场。演

出季期间，还将开展名家艺术讲坛、“与艺术

面对面”、剧本朗读会等多场活动。本次演出

季旨在让更多百姓深入感受话剧艺术的魅

力，共享中国话剧百余年来蓬勃发展的成果。

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市演出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运营的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

台，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搭建的公益性

平台，也是近年来北京市文化领域的一项重

要惠民工程。剧院平台大力推进优秀剧目走

进剧场，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

品。运营一年多以来，剧院平台受到了剧场、

院团及观众的热烈欢迎，为探索解决演出成本

过高和票价过高的难题、引导文艺精品创作生

产、推动演出市场良性循环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外佳作争艳，凸显当代话剧新势力

2017 年恰逢中国话剧 110 周年，为展现中

国话剧现状、致敬话剧优秀传统，本次演出季

从 80 余台剧目中选出 20 台话剧佳作，包括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浙江话

剧团等国内院团的 17 台优秀剧目，以及德国

柏林邵宾纳剧院、法国兰斯喜剧院等剧院的 3

台外国话剧佳作。入围剧目题材广泛、形式多

样，既有致敬经典的改编之作，又有近年来获

得口碑和市场双丰收的原创佳作。

话剧是舶来品，但中国话剧自诞生之初就

进行了民族化改造，肩负起反映时代精神、服

务人民群众的重任。110 年前，春柳社在日本

先后上演《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成为中国

话剧的开端；110年后，中国话剧依然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从国外优秀作品及其他艺术形式中

汲取养料，助力自身发展。

本次演出季就有众多改编佳作。由老舍

五篇短篇小说改编的《老舍五则》、张爱玲原著

改编的《金锁记》，亮相话剧舞台多年，所到之

处皆受热捧；当代文学作品也是改编源头，根

据第 73 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三体》改编的同名大型多媒体舞台剧，也将参

与本次演出季，为观众奉献一场视听效果一流

的科幻题材大剧。此外，观众还可以看到《万

尼亚舅舅》《糊涂戏班》《贵妇还乡》《月亮与六

便士》等外国佳作。

原创一直是中国话剧发展的不竭动力。

原创话剧在本次演出季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凸

显出当代话剧人的蓬勃实力。陆军政治工作

部文工团的军旅题材话剧《红星照耀中国》

曾荣获全军第九届文艺汇演优秀剧目奖，编

剧 、导 演 、表 演 一 等 奖 等 殊 荣 ，唱 响 主 旋

律。在历史题材方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

奉献《天下第一楼》和《大讼师》，其中，《大

讼师》虽改编自传统戏曲《四进士》，却是一

台不折不扣的原创话剧，本剧讲述状王宋士

杰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故事，聚焦人间正

义；《秋水山庄》是浙江话剧团出品的“民国

三部曲”之一，今年初首演就收获好评，该剧

将历史与当下交融、爱国与爱情贯通，既有历

史深度，又表达了时代关怀；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的《大清相国》讲述康熙王朝名臣陈廷敬官

场风云五十载，最终功成名就、全身而退的故

事，将前人提出的风清、气正、道德、自守的

精神带到现代人面前；《甲午祭》是山西省话

剧院汇集老中青三代优秀演员力量创作的原

创话剧，也是国家艺术基金 2016 年度大型舞

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

在现实主义题材方面，既有聚焦生活在北

京大杂院小人物故事的《年复一年》，也有关注

老年人生活的《独自温暖》，更有创作严谨、内

涵深厚，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特色及地域特色的

话剧《网子》，无一不体现出当代话剧人的风采。

本次演出季的 3 台外国话剧佳作包括：由

赫伯特·弗里奇导演、柏林人民剧院呈现的奥

地利作家康拉德·拜耳作品《他她它》，将展现

前所未有的“拼贴戏剧”；德国柏林邵宾纳剧院

带来的《玛利亚的婚后生活》，本剧改编自德国

电影，讲述二战期间一个女人被战争愚弄的悲

惨婚姻；法国兰斯喜剧院将带来莫里哀的经典

喜剧《吝啬鬼》。

据悉，北京人艺今年首部原创话剧《大讼

师》将作为本次演出季的首场剧目，于 6月 6日

至 7日在首都剧场演出。

坚持文化惠民，开展多项落地活动

本次演出季将延续剧院平台文化惠民传统，

在继续实行低票价的同时，开展一系列落地活

动，拉近话剧艺术、优秀剧目与观众之间的距

离。比如今年剧院平台新设立的一项观众互

动活动——名家艺术讲坛，这是以“承继优秀

创作，彰显艺术魅力”为宗旨的艺术类专业讲

坛，将为话剧艺术人才以及爱好话剧的普通观

众提供一个交流展示平台，在演出季期间将力

邀话剧名家从专业角度讲述各自的艺术创作

经验和舞台感悟。

同时，演出季还将继续开展“与艺术面对面”

活动，邀请入围剧目的剧组走下舞台，走进社区或

高校，给普通观众普及艺术知识，分享剧目创作的

台前幕后故事，推动优秀剧目的宣传和推广。

此外，为切合演出季主题，彰显话剧艺术

魅力，剧院平台还将开展剧本朗读活动，使更

多百姓了解话剧并参与到话剧艺术活动中，全

面提升观众的话剧审美和鉴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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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达院线”到“万达电影”

更名背后的万达影视生态
素 淡

日前，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达院线”）发布公

告称，公司拟将中文名称“万达电影

院线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万达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自 5 月 19

日 起 ，公 司 证 券 简 称 也 由“万 达 院

线”正式变为“万达电影”——万达

院线两个月前发布 2016 年财报时拟

定的“小目标”终于达成。结合此前

万达院线与博纳影业就增资扩股、院

线加盟、广告合作等方面达成的合

作，万达院线打通上下游，意图布局

影视全产业链的野心再一次毫不掩

饰地展示在全行业和投资者面前。

加速电影产业链资源整合

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30 日，万达

院线拥有已开业影院 416 家、银幕

3654 块；今年 1 月至 4 月，万达院线

累计票房 30.8 亿元，累计观影人次

7194.5 万。而近年来通过收购美国

第二大院线 AMC、美国卡麦克、澳大

利亚赫伊斯、欧洲欧典等院线，万达

院线已在境外拥有 53 家影院、437 块

银幕，总计约占全球 12%的票房市场

份额。可以说，观影板块业务依然

是万达院线乃至整个万达文化体系

当之无愧的第一吸金渠道。

既然以观影为核心的院线板块

如 此 强 势 ，又 为 何 一 直 执 着 于 更

名 ？ 万 达 院 线 发 布 的 公 告 直 截 了

当：原有名称已不能完全体现公司

业务现状——万达院线目前已形成

了包括电影放映、电影广告传媒、电

影整合营销、电影衍生品销售、线上

直 播 平 台 等 在 内 的 多 元 化 业 务 板

块，其非票房收入占比已超过营业

收入的 1/3。万达院线认为，自己着

力打造的“电影生活生态圈”已基本

形成，唯有更名才能“名副其实”。

相对于当前业务版图的变迁，更

名更展示出万达的战略“野心”——不

满足于线下和下游终端的收入。综

合多次媒体报道以及万达院线的财

报不难发现，院线很可能只是大连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一个“小

目标”，他眼中真正盯着的是电影全

产业链，乃至整个以电影为核心的

生态圈。也因此，万达提出了要建

成院线终端平台、传媒营销平台、影

视 IP 平台、线上业务平台、影游互动

平台五大业务平台，这一战略的目标

就是要实现万达从线下到线上，从下

游 到 上 游 全 产 业 链 的 核 心 竞 争 优

势。因此有分析认为，看似简单地从

“院线”到“电影”的更替，背后彰显的

恰恰是万达电影生态圈从分散走向

整合的发展过程。

据万达电影总裁曾茂军透露，

万达年内还将推出时光网络院线，

并建立新的售票平台。此外，万达已

开始着手布局游戏业务，打造影游联

动平台。这也正是万达进行产业链

整合的优势所在——影院观影为万

达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群体，通过大数

据精准分析影院，万达可对目标用户

进行精准推送，同时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优势，使得万达打造的影视生态

圈有着无可比拟的用户基础。

补齐短板 加码内容制作

比更名更令业界关注的是万达

院线斥资 3 亿元入股博纳影业。万

达院线发布的公告显示，博纳影业

旗下新增博纳影院（包括新建及收

购影院）及原协议已期满的开业院

线将加盟万达院线。

对此，业界人士表示，万达在院

线领域的领先优势将更加明显，不

过入股博纳，万达看重的不只是博

纳手中的影院，或许双方协议的后

半部分对万达来说价值更大：双方

将 互 相 开 放 未 来 拟 主 控 投 拍的影

片单片，相互参与投资对方主控投

拍的电影。

这些年，万达其实一直在为实

现全产业链发展而积极布局和大力

扩张，比如，在上游制作和中游发行

领域分别成立了万达影视和五洲电

影发行公司。不过，从终端起家的

万达依然在更考验积累的内容领域

存在着明显短板，尤其是从产出效应

来看，更与“前辈们”有着一定差距。

而博纳影业的成绩有目共睹，自成立

以来共出品发行了 206 部电影，累计

票房达 164.47 亿元，其中，票房超 10

亿元的影片 3部，超过 5亿元的影片 9

部，超过 1 亿元的影片 38 部。2016

年，博纳影业共出品发行电影 13 部，

年度总票房为 37 亿元，占中国电影

市场国产片票房收入的 9%。

对于万达来说，与博纳影业的

合作可加码其上游制片优势。万达

院线也公开表示，希望借助博纳影

业在制作、发行方面的优势，加快自

身在相关业务领域的发展，提升公

司的综合影响力。

从更名到入股博纳，这一串动

作意味着万达院线整合影视产业链

的步伐进一步提速。尤其随着去年

4 月以来国内电影票房增速放缓，包

括万达在内的行业领军企业逐渐意

识到，中国电影行业正在迎来一个拐

点。现如今，院线增速已经远远超过

电影票房增速，尤其是当下国内电影

票房甚至还数次出现了大幅下滑的

波动。面对影院过剩以及票房增速

放缓的新形势，万达院线积极布局

包括内容、渠道在内的产业链中上

游不失为保持高增长的新出路。

强强联合对行业影响几何

在业界看来，此番万达与博纳

的合作可被视作内容制作和发行渠

道的强强联手，双方可借此完善各

自的产业链条和经营业态，但对于

双方的竞争对手来说，这显然是个

“噩耗”。尤其是对身处行业上游的

光线、华谊兄弟等影视企业来说，鉴

于它们在院线资源上的明显缺失，

排片话语权不足导致其影片票房波

动的问题或将进一步加剧。“万达+

博纳”这一强强组合如何破？有业

内人士开始担忧这是否有损行业竞

争的公平性，甚至已构成某种程度

上的垄断。

去年由华谊兄弟出品的《我不

是潘金莲》在万达院线遭遇低排片

冷遇被影视企业当作惨痛的教训反

复提及。今年 5 月，由华影天下发行

的印度大片《摔跤吧！爸爸》一度在

万 达 院 线 遭 遇 了 几 乎 零 排 片 的 窘

境，不过，随着该片口碑持续上扬，

万达院线终于妥协于票房利益。

或 是 在 个 别 院 线 的 强 势 压 力

下，或是中国电影行业拐点的应对

之 措 ，如 今 ，院 线 和 片 商 的 合 纵 连

横，似乎逐渐成为中国电影行业的

发展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在博纳

和万达此次结盟前，华谊联合微影

时代、上影成立了华影天下，3 家基

因各异但业务互补的公司集合了电

影 圈 里 上 中 下 游 的 所 有 资 源 。 然

而，类似的联盟也让对抗更加激烈。

参 考 电 影 产 业 更 为 发 达 的 美

国，曾采取过院线公司禁止涉足内

容制作的反垄断措施以保障行业内

在的生命力和流动性。不过，目前

国 内 对 于 电 影 行 业 是 否 存 在 垄 断

仍 存 在 较 大 争 议 ，也 有 观 点 认 为 ，

当 下 的 中 国 电 影 行 业 需 要 有 万 达

这 样 的 龙 头 企 业 引 领 行 业 的 发 展

方向，率先探索在发展过程中不曾

接 触 和 了 解 的 领 域 。 而 根 据 以 往

经 验 ，当 行 业 发 展 变 缓 ，甚 至 停 滞

的时候，“垄断”企业向外的扩张很

可能就会转化为向内的蚕食，风格

也从进取趋于保守。

从万达院线到万达电影，考验

的不仅是竞争对手，也包括行业的

管理者，中国电影产业如何保证市

场有序竞争的同时继续保持稳定成

长，而不是在拐点后步入混战期？

“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上海举行

本报讯 （实习记者张婧）5 月 25

日至 6月 3日，由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

部、上海新天地等联合主办，爱丁堡

前沿剧展策展团队策划的“表演艺术

新天地”艺术节在上海举行。

据 了 解 ，艺 术 节 期 间 有 来 自 中

国、英国、法国、波兰等国的 16 个剧

目，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帐篷剧场、

咖啡馆、酒吧、广场等空间陆续上演，

演出剧目涵盖了户外多媒体影音秀、

声音新马戏、默剧、咖啡剧、创意评

弹、实验昆曲、互动京剧等多种类型，

不仅形式新颖多样，而且大部分剧目

均为中国首演或是原创首演。

“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是上海

市黄浦区“十三五”规划“环人民广场

演艺集聚区”建设计划中的艺术节展

类重点孵化项目，该艺术节抓住“淮海

路——新天地”地区年轻时尚人群众

多、商业综合体集聚的优势，以新天地

为核心，利用咖啡馆、博物馆、餐厅、中

庭等公共空间，为观众集中展现国内外

优秀剧目。2016年，该活动首次举办，

之后成为上海“文商结合”的重要案例。

本报讯 （记者曲晓燕）5 月 28 日

至 6月 1日，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在北京举行。本届交易会围绕

“服务业扩大开放”“一带一路”“京津

冀协同发展”等主题展开，聚焦科学技

术、互联网和信息、文化教育、金融、商

务和旅游、健康医疗六大服务领域。

其中，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承办的文化创新板块

以“文化产业 开放 协同 发展”为主

题，聚焦“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和“十三五”时期文化产

业发展，由文化创新主题展览、文化

创 意 产 业 论 坛 两 部 分 组 成 ，来 自 中

国、美国、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家和地

区的 40 家文化企业参展。展区面积

370 平方米，重点展示北京文创领域

的政策创新成果，助力相关文化产业

扩大对外开放，搭建优秀文创企业合

作交流平台，重点推介有招商引资需

求的项目。

此外，作为本届交易会文化创新

板块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建设重大

战略的专题活动，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 2017 暨第

十一届国际服务贸易论坛于 5月 30日

举办。论坛以“行动起来：‘16+1’文

化产业合作新起点”为主题，从政府、

行业机构、业界专家等视角，共同探

讨了“创意产业让文化遗址活起来”

“京津冀与中东欧国家文化贸易创新

合作”等热点话题，促进了彼此的文

化理解和认同，寻求文化贸易的深层

次、多领域合作，探讨实现中国—中

东欧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合作与共

赢发展。

本报讯 以“生命的秋天”为题

的邓广埙艺术作品展于近日在北京

视觉经典美术馆举办，共展出了邓广

埙近年来创作的作品 70 余幅，涵盖水

彩、粉彩、水墨等不同形式。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77 岁 的 邓 广 埙

从事美术创作纯属“跨界 ”，他 是 中

国 戏 剧 家 协 会 会 员 ，在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政 治 部 话 剧 团 的 军 旅 舞 台

以 及 影 视 屏 幕 上 ，成 功 塑 造 过 一 些

性 格 独 特 的 人 物 形 象 。 对 于 从 表

演 艺 术 到 表 现 艺 术 的 转 换 ，他 说 ：

“我 演 戏 时 ，画 滋 润 着 我 的戏；我画

画时，戏滋润着我的画。对我来说，

演戏、画画都可以概括成 4 个字——

造型艺术。” （白 炜）

邓广埙艺术作品展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