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演出季起航，见证市场恢复强大潜力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发布会逾 200 万人次在线观看，套票三分钟售罄

《巴黎圣母院》 最后一下钟声在

舞台敲响 57 天后， 上汽·上海文化广

场在上周五推出新演出季的菜单。 今

年 “云发布 ” 形式吸引了远超剧场

1940 座位数的观众 ， 全网在线人数

超过 200 万人次 ， 热烈交流反馈和

“出圈” 传播效果提振了音乐剧走出

寒冬迎来暖春的信心。

检票、 步入观众厅、 打场铃、 暗

灯……直播镜头带观众一秒回到剧场

中。 英国鬼才编舞马修·伯恩、 著名

表演艺术家陈佩斯 、 音乐剧演员马

克·赛博特 、 德鲁·萨里奇 、 “演艺

大世界———2020 上海国际音乐剧节”

推广形象大使阿云嘎 、 郑云龙及众

多国内外 音 乐 剧 演 员 纷 纷 现 身 。

“哭了 ， 我好想念文化广场 。” 满屏

弹幕见证了观众对恢复演出的热切

期待 ， 演出季套票也在短短三分钟

内售罄 ， 见证演出市场恢复的强大

潜力。

多部大型作品首演领
航，放大上海“码头”效应

疫情使演出暂停， 但演出季发布

会汇聚了近 50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

术家， 让不少全国各地的在线观众发

出 “日常羡慕上海” 的感叹， 彰显了

“上海文化” 品牌健旺的市场活力和

各方对恢复演出的信心。

新演出季错落有致的菜单也没有

让观众失望 ， 多部大型作品首演领

航， 继续放大上海的 “码头” 效应；

集结华语原创音乐剧以及文化广场的

自制剧目， 则为申城文化 “源头” 注

入鲜活原创力。

百老汇经典音乐剧 《紫色》 作为

普利策获奖同名小说和著名导演斯皮

尔伯格执导的同名电影改编作品， 将

在今夏与观众见面； 《唐璜》 将首登

上海舞台 ， 诗性浪漫的 《摇滚红与

黑》 与音乐剧版音乐会 《悲惨世界》

也将再度回归， 续写法兰西风情的浪

漫写意。

随着上海逐渐形成一批忠实的德

奥、 法语音乐剧剧迷， 文化广场今年

也将继续在多语种音乐剧细分市场继

续发力 ： 《2020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

系列》 将成为各个 “大戏” 之间的精

美点缀。 去年一票难求的 《德语音乐

剧明星音乐会》 表演嘉宾德鲁·萨里

奇将带来个人音乐会， 而两部德语经

典音乐剧作品主角乌多·凯帕什和罗

蓓尔塔·瓦伦蒂尼将以双人音乐会的

形式 ， 带观众重回 《莫扎特 ！ 》 与

《伊丽莎白》 的震撼现场。

引进国外经典大戏的同时， 文化

广场近年来持续深耕中文音乐剧市

场。 今年华语原创音乐剧将有重磅作

品 《赵氏孤儿 》 献演 ， 故事呈现出

东西方跨文化视野中对中国悲剧经

典的全新现代演绎 ， 是继原创音乐

剧 《犹太人在上海 》 后 ， 徐俊导演

团队的又一力作 。 去年完成全国 24

座城市 97 场巡演的自制剧目 《我的

遗愿清单》 和 《拉赫玛尼诺夫》， 以

及今年年初在上剧场首演的 《春之觉

醒》， 都将再开启新一轮演出。 新剧

《也许美好结局》 则将开启制作， 延续

“小而美” 制作风格， 将细腻的情感传

递给观众。

其他剧种方面， 马修·伯恩将带来

《红舞鞋》 的中国首秀， 这将是马修·伯

恩的作品第五次来到文化广场。 《红舞

鞋》 改编自上世纪 40 年代的经典电影

《红菱艳》， 来沪版本更曾凭借变幻莫测

的舞台和充满张力的视觉荣获奥利弗戏

剧奖。 罗伯特·威尔逊导演、 著名影星

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话剧 《玛丽如

是说》 将于年末在文化广场首演， 陈佩

斯的代表作 《戏台》 与四川人艺的经典

作品 《茶馆》 也将再度回归。

虽然受疫情影响， 一些爆款剧目不

能如约而来， 但演出方大多承诺 “后会

有期”。 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的 《丛

林之书》、 图米纳斯版 《叶甫盖尼·奥涅

金》、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 以及原

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多部作品面临延期

或取消。 “这一切让我们剧场工作者五

味杂陈， 上海的剧院同行和全国的剧院

同行都在共克时艰。” 文化广场副总经

理费元洪表示。

服务升级 ， 剧场与业内
各方共担挑战

与此同时， 防疫期间剧场的服务和

升级并没有中止。 “这段难得的中场休

息反倒给予了我们温故而知新、 厚积而

薄发的珍贵契机。” 文化广场总经理张

洁说。 文化广场去年与万余位艺术家及

工作人员合作 ， 完成剧院内演出共 50

台 286 场 ， 观众总数突破 42 万人次 。

今年还将推出 “2020 伙伴暖心计划 ”，

以剧院资源的组合分享、 票务服务的模

式转变、 项目运营的扶持合作， 提振行

业伙伴的信心。

“我们并不是独行侠， 演出机构、

艺术家、 合作伙伴、 赞助商们都与我们

共享理想与荣耀， 也共担挑战与艰辛。”

张洁表示， 剧院空间并非填充演出的流

水席， 文化广场希望能积极调动多年积

累的运营财智和伙伴网络， 担当起更

多社会责任， 通过各方努力让热爱舞

台艺术的人安心地重回剧场。 未来将

通过降低场地使用门槛、 鼓励伙伴通

过互动装置 、 艺教推广等方式扶持

2020 年租场演出的运营 ， 帮助缓解

疫情的负面影响， 为观众营造温暖观

演氛围。

文化广场近期打造了多个风格鲜

明的线上系列活动 ， 从 “云导览 ”

“云摊位 ” 的线上剧院开放日 ， 到

《想和你分享， 这一首歌》 的音乐剧

从业者对于音乐剧的普及 ， 再到缓

解焦虑情绪的特别书单 、 影单 ， 为

观众们奉上丰富的精神粮食 ， 紧紧

维系着观众与剧院 、 生活与艺术 、

精神与空间之间的联结 。 旨在汇聚

行业资源 、 打造生态闭环的 “华语

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 ” 今年还特意

公布了以疫情为线索的 “特别征集”

活动 ， 以期在未来听到更多值得被

记录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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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大世界云剧场”直播，“爆了”！
戏曲在云端“出圈”，有戏！

1700181 人次！ 经过十多个直播

平台在两天里的最终统计，上周五“艺

起前行·演艺大世界·云剧场”之“越赏

清音———上海越剧院一团特别直播公

益演唱会” 的直播观看总人次有了答

案。不管是之于传统戏曲、还是国有文

艺院团， 能够实现七位数的直播观看

纪录， 都是前所未有的———戏曲在云

端“出圈”，有戏！

眼下， 在演艺大世界的云端邀约

之下，一系列“艺起前行·演艺大世界·

云剧场” 由区域中的剧场， 联合上海

国有文艺院团、 知名艺术家展开。 仅

过去三天就有越剧公益演唱会、 昆乐

趣谈、 史依弘专场、 芭蕾舞公开课、

芭蕾舞剧密集上演。据不完全统计，接

下来还将有 30 多个“云剧场”活动等

待观众“解锁”。

疫情发生以来， 沪上文艺人积极

利用新媒体产品试水云端“出圈”。 两

个月来，“云创作”“云练功”“云排练”

“云课堂”接连不断。 个体的“出圈”后

更期待集体的“破阵”。统一冠有“演艺

大世界云剧场”之名的丰富内容，将散

点式的努力整合成一股更具有文化品

牌标识度的力量， 助推演艺大世界这

一演艺品牌，透过新媒体提升知名度。

与此同时，不少院团、文艺人已着手推

动线上内容的深度打造， 让特殊时期

积累的流量人气， 化为萌发线上演出

“新业态”的动力，让亚洲演艺之都的

灯火在线上闪耀。

解锁影视绿幕合成技
术，打造艺术高品质直播

“这是录播吗？竟然如此清晰！”刚

进入上海越剧院的抖音直播间， 高清

的画面加上演员背后精致的厅堂背景，

让有些观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对此，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并不

意外， 某种程度上， 这便是他追求的结

果。“就是要和一般架起手机只露出一张

脸的网红主播不一样。 这才能让观众滑

动手机逛直播时，停留在我们这里。 ”

而要实现这样的 “精致”， 背后的

功夫自然不小 。 上海越剧院的大排练

厅， 成了临时的直播间。 只见舞台上架

起两块影视特效通常使用的绿幕———左

侧为主持人设座畅谈戏曲奥秘， 右侧演

员轮番登场上演越剧的经典唱段。 在他

们面前， 则架着六七台高清摄像机， 与

专业的技术合成设备。 原来， 上海越剧

院此次以虚拟演播厅与数字合成技术进

行直播。 通过前期实景拍摄和现场数字

化空间的叠加运用， 观众透过手机， 看

到的是演员身处五个不同的居家场景。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拉近与观众

的距离。 而接下来， 我们也会把场景调

整成为江南园林， 让观众感受沉浸式的

越剧魅力。”

很快方亚芬、许杰、斯钰林等越剧明

星就让抖音的直播界面被爱心 “刷屏”。

“我估计人数会上五千”， 实时关注抖音

人数变化的演出营销部主任孙旭曾预

测。 可不到一个小时， 这个预测就被打

破，并最终达到 7884 人次的峰值。 而更

大的流量仓则在其他几个平台： 东方大

剧院各平台渠道直播点击 892651 人次、

文化上海云直播点击 310393 人次，最终

有了 170 万人次的纪录。

相比于剧院演员集体出镜的做法，

上海京剧院大青衣史依弘和上海昆剧团

鼓师高钧选择“单刀赴会”，实时与网友

互动则更有亲近感。 此外上海芭蕾舞团

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两场精彩的名团

芭蕾舞从前也只能在剧场得见， 此番以

录播形式特别放送， 丰富了 “云剧场”

菜单。

“爆款 ”过后 ，期待看
到“流量经济”带来的演出
新业态萌发

早在直播前， 梁弘钧就有个大胆的

估算———七位数。

戏曲直播实现 “百万+”，这不是异

想天开。 早在 2017 年，上海越剧院就携

手 CIBN 互联网电视的东方大剧院做起

了网络播出。 不管是单场收费还是会员

制，付费收看人次保持在六位数。而这一

次通过十余个平台全网推送， 加之越剧

庞大的受众基础， 以及强大的越剧明星

阵容，成为戏曲“爆款”自然不在话下。

让特殊时期的“爆款”演变为常态化

运营，正是策划“演艺大世界云剧场”的

初衷之一。 “有的院团习惯了‘线下搞演

出，线上搞推广’的定势思维，仅仅把云

端看作是一条营销渠道。”在一位业内人

士看来 ，不管是 “艺起前行 ”还是 “云剧

场”，不只是院团在特殊时期满足观众居

家的文化需求， 更是倒逼文艺人在云端

“开疆拓土”，孵化演出新业态，在疫情过

后，成为日常演出的一种补充，为传统文

化和高雅艺术的发展做增量。

为此，上海多措并举。上海文化发展

基金会特设的“疫情防控”专题项目就将

文艺院团“云演出”项目纳入申报受理范

围。 而明年演艺大世界配套扶持资金的

评审，也将对网络运营情况纳入参考。更

进一步，线上的推广效果与流量数据，将

和上海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年度考

核相挂钩。

基于此， 在萌发 “新业态”， 助力

演艺大世界的线上品牌建设的道路上，

摆在文艺人面前亟待破题的， 不仅是如

何创新线上产品， 在海量娱乐化内容中

脱颖而出； 同时也考验着文艺人如何平

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开辟一条相较

网红打赏、 刷礼物， 更适合艺术线上发

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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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演出日期的演出票一样有人买，而且被秒杀？是的，

开心麻花做到了。开心麻花日前推出线上预售活动———以平

日票一半的价格，购买两场全年任意场次的演出票。 在全国

演出停摆的当下，这次预售活动让不少剧迷们激动不已。 开

票日，大量消费者涌入票平台，400多套通兑卡被“秒杀”。

“人气爆棚的结果是后台服务器‘崩了’，修好之后余票

又很快售罄。”回忆起当天的突发情况，开心麻花总经理汪海

刚形容，“既是惊吓又是惊喜。”虽然疫情战役还未宣告结束，

剧院的大门仍紧闭，“但我们给出的一点动静都得到了数倍

的反馈，观众比我们更有信心！ 他们对疫情后演出市场的热

切期待，好比强心剂，鼓励、督促我们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换舞台拓思路，“适应期”其实是“充电期”

随着全市各行业有条不紊地陆续复工，演出行业也早已

摩拳擦掌，就等“发令枪响”。疫情期间不能演出但创作不停，

开心麻花持续推进线上、线下内容产品创作孵化，有的已经

陆续走上“生产线”。 “冲锋号一响，我们就能冲出战壕；只待

大幕拉开，我们直接就能上场。 ”汪海刚说。

开心麻花的复演计划已经举起了发令枪。作为开年大戏

的《贼想得到你》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排练中。 “闭门在家20

多天，大家铆足了劲儿，已经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上来直接

演。 ”演员赵青怡说。 每一部作品推向市场都离不开提前预

热，这一次，《贼想得到你》把开票仪式搬到了线上，由笑星沈

腾、常远、艾伦所组成的“开心麻花铁三角组合”在宣传片中

现身，直播当天点击量冲破百万。

传统剧场人开始熟悉互联网，并不是疫情期间的无奈之

举。 事实上，对打造线上的内容产品，开心麻花早有布局，突

如其来的疫情，倒逼团队加速在互联网端发力。2019年中期，

开心麻花提出要让这棵喜剧树成长起来，借助喜剧资源的优

势，用三年时间形成线上线下两相呼应的局面。

经过多年的发展， 开心麻花已建成一支强劲的创作团

队，但从舞台剧思维，转向互联网思维，需要一定的适应期。

停演给了他们把“适应期”变为“充电期”的时间窗口，抓住发

展机遇积极推进亲子戏剧线上课程、 即兴喜剧白领视频教

学、喜剧实验室短视频、《皇帝的新娘》网络电影、《欢乐斗地

主》网络短剧等六个线上项目，不少项目即将与观众见面。

加速创作进程的还有原创舞台剧作品。《了不起的爹地》

《特坏列车》及一部《王者荣耀》IP衍生喜剧作品已陆续完成

故事大纲。 对于开心麻花而言，按下暂停键的演出季也是一

个沉下心思考和调整的机会，整个团队忙忙碌碌更胜从前。

得益于政策帮助，更要心系观众、回馈社会

演出进入“停摆期”，有100多名职员的开心麻花上海公

司没有裁减过一名员工。“每个月维持运营的成本不低，其中

政府帮扶占15%。 ”汪海刚说。所在园区“八百秀”关于减免租

赁费用的通知，是开心麻花拿到的“定心丸”之一。

日前，上海出台了支持文化企业防疫“20条”政策措施，

为各企业提供或接受相关减免提供了政策遵循，提升文化企

业疫情期间的抗风险能力，让中小企业看到了转危为机的希

望。既是政策受益者，如何在创新转型打开市场的同时，将企

业利益更好地回馈社会、回馈观众，他们拿出新办法。

以“预售让利”的方式提振消费者的信心，短期可以解决

一部分企业现金流的问题，长期可以让剧迷以更优惠的价格

走进剧场———日前，开心麻花推出的第一批线上预售活动大

获成功，1000张优惠票让供需双方共同受益。 开心麻花主打

的“笑品牌”在上海有着庞大的市场，一年的观众总量在40万至45万人次之间，面对

演出行业的危机，开心麻花更意识到，以观众为本才是品牌生存发展的根基。据悉，

第二批优惠活动已经提上日程，开心麻花将继续让利消费者。

值得一提的是，开心麻花为上海支援武汉、在沪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和家属准

备了两场公益演出。“一旦剧场的大门重新打开，我们希望做复出的第一家。很多演

出商或许仍谨慎观望，冲锋在前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我们有信心做好。”汪海刚

说，做内容产品，就要随时随地做好候场的准备，大幕拉开，直接就能登台亮相。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上海越剧院的大排练厅， 成了临时的直播间。 （上海越剧院供图）

开心麻花 《竞演州长》 剧照。 (演出方供图)

?音乐剧 《紫色》 剧照。 ?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剧照。

茛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以直播形式云上发布新演出季菜单。

（均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