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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古巴国家芭蕾舞团舞剧《堂·吉诃德》在上海大剧院成功上演，为本届艺术节画上圆满句号。 图为芭蕾舞剧《堂·吉诃德》剧照。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艺术的盛会”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旋律“共振”

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圆满闭幕，各类活动惠及500多万人次，舞台演出平均出票率和上座率近九成

本报讯 （记

者黄启哲 ）历时

35 天 的 第 20

届中 国 上 海 国

际艺 术 节 昨 晚

圆满闭幕 。本届

艺术节期间 ，来

自 63 个国家和全国各地的万余名艺

术工作者相约齐聚申城 ，350 多项各

种艺术活动让 “艺术的盛会 ，人民大

众的节日 ”惠及 500 多万人次观众 。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举办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时间节

点， 举办第 20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意义不同寻常。 本届艺术节生动展现了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和丰硕成果 ， 通过

“五大平台”和“两大机制”的专业打造，

坚持守正创新 ，坚定文化自信 ，不断提

质增效，为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 、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作出积极贡

献，成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进程中的一张文化名片。

舞台演出共献演45台剧目，平均出

票率和上座率近九成，开幕演出交响音

乐会《创世秘符 》、杨丽萍编导舞剧 《春

之祭》、 瑞士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音乐

会、雷佳个人音乐会 、上海民族乐团音

乐现场《共同家园》、上海彩虹室内合唱

团《白马村游记 》、罗伯特·威尔逊与杜

塞尔多夫剧院舞台剧 《睡魔 》等20部剧

（节）目出票率达到100%。 举办各类艺

术展览11项。本届艺术节“艺术天空”系

列演出覆盖全市16个区的4个户外和近

20个室内场地，共献演来自27个国家和

地区的58台逾百场精彩节目，更多的优

质节目资源辐射到了金山 、奉贤 、崇明

等远郊地区。“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 ”进

入第七个年头 ， 今年共委约7位青年

艺术家推出了6部原创作品 。 “扶持青

年艺术家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 ”共

带来147场委约 、 邀约作品 ，34项大师

讲座 、工作坊 、展览等活动 。

艺术教育深入学校、社区、剧场，共

举办 47 项 107 场系列活动。 “艺术进校

园”活动走进了上海市 45 所校园，带去

了 47 台精彩的节目。 “慧画无限”活动

在全市的 20 所学校及黄浦、 宝山等区

域的多个公共空间开展美术活动。 第二

期学生观剧团 ，共有 320 多名大 、中学

生全程参与，首次推出 “青评果 ”指数 ，

以当代年轻人的视角探讨艺术作品。

本届演出交易会共有来自 53 个国

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参会机构 460 余

家，“一带一路” 沿线 70 余家艺术机构

参会， 以多种形式达成 541 个意向，更

多的中国作品将通过交易会走向世界。

同时举办了一个主旨论坛、 七个系列论

坛。 江苏文化周，无锡、宁波、合肥、内蒙

古分会场，上海木偶节、上海喜剧节等一

批节中节活动的成功举办， 使艺术节真

正成为“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

昨晚，古巴国家芭蕾舞团舞剧《堂·

吉诃德》在上海大剧院成功上演 ，为本

届艺术节画上圆满句号。 舞剧由传奇芭

蕾编舞大师艾丽西亚·阿隆索编舞 ，基

于塞万提斯同名作品改编。 故事与原作

有所不同，舞剧着眼巴西里奥与琪蒂的

爱情故事 。 全剧集合了西班牙舞蹈风

情、略带幽默的剧情和芭蕾无与伦比的

精湛技术，深受观众喜爱。 古巴国家芭

蕾舞团更是以天生所具有的节奏感与

严格的芭蕾规范相结合。 昨晚现场，舞

者们热情奔放的表演、优雅自如的芭蕾

舞姿，让观众席掌声不断 ，尤其是男舞

者的“单手托举”和女舞者长时间的“挥

鞭转”， 让不少观众情不自禁地发出的

喝彩。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泽洲， 副市长翁

铁慧出席闭幕式。 各国驻沪领馆官员，以

及 20 年来奉献于艺术节事业发展的老

同志、曾经获得艺术节“特别贡献奖”的

艺术家代表等中外各界人士也出席了闭

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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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出新，民营院团释放活力繁荣申城舞台
逾300家民营院团、年超万场演出，上海民营院团成为演艺市场的“半壁江山”

上海民营院团正在释放出前所未

有的创作活力与市场爆发力。 回头望，

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盛演八年的园林版

《牡丹亭 》， 本月再度在朱家角重新出

发；瞧眼下 ，上海彩虹室内乐团这样一

支非专职团体不仅拥有多首 “网红”作

品，其专业合唱套曲也作为本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主板块演出； 展望未来，

恒源祥戏剧公司出品、徐俊导演的音乐

剧《犹太人在上海 》将作为首部华人音

乐剧自明年底在美国百老汇驻演两年。

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看来，

上海民营院团作品无论数量、 质量还是

影响力都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 从

1984 年上海诞生第一家民营院团开始，

据上海演出行业协会统计， 目前上海注

册的民营院团数量已超过 300 家， 年演

出场次超过一万场， 已超过上海国有院

团的演出体量。如果说过去民营院团“能

活下来就好”“票卖出去就行”，在政府政

策与资金的扶持、 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

下， 上海民营院团根据自身定位守正出

新， 已成为繁荣文艺创作、 助推市场活

力、服务基层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

有改革创新的勇先锋，也
是红色文艺轻骑兵

算起来，上海现代人剧社的成立比

国有院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还早

两年。 1993 年应文艺体制改革而生，现

代人剧社率全国之先试水话剧“制作人

制”。 因改革而兴的城市也将大胆开拓

创新融入沪上文艺人的血脉。 作为上海

最“长寿”的民营院团，其成长历程正是

缩影。

从最初以 “制作人制 ”推动创作演

出，到及时将“拳头产品”从白领话剧转

变为悬疑戏剧，从全国首个类型化专卖

剧场新光悬疑剧场诞生，到如今已探索

酒店 、 商场等非剧场空间开掘演艺资

源，25 年来张余率剧社见证并助推着上

海演艺市场的繁荣。 “成立之初上海滩

全年话剧仅 30 多部， 如今每年国内外

话剧来沪的超过 260 部， 其中百老汇、

伦敦西区原版剧目都能 ‘零时差 ’同步

观看。 ”如今剧社不仅自身保持着年演

出 400 余场的纪录，还“大手笔”地将伦

敦西区的原版戏剧 《捕鼠器 》引进到了

上海。

一样是改革创新，从国有院团下海

创业的 “昆曲王子 ”张军则走了一条传

统文化创新传承之路 。 如果说园林版

《牡丹亭》 是传统文化与古镇旅游良性

互动的八年春色撩人，2015 年他的当代

昆曲《春江花月夜》，不仅在上海大剧院

首演三天场场爆满， 更是走到南京、北

京、宝岛台湾 ，而他颇有实验色彩的独

角昆曲作品《我，哈姆雷特》在今年 4 月

亮相大英博物馆。

有改革创新的急先锋，也有深耕本

土的播种人 。 作为 “上海声音 ”的传播

者，30 多家民营沪剧院团成为深扎基层

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 演遍社区文化中

心， 也演到了田头菜地、 仓库广场，团

长、艺术总监打头阵 ，有时候甚至一天

能演上三场 。 勤苑沪剧团当家人王勤

说：“只要老百姓不喊停，我们的戏就不

能断。 ”在服务基层观众的过程中，他们

累积不少讲述上海故事的现实题材佳

作：勤苑沪剧团的《51 把钥匙》聚焦社区

医生、文慧沪剧团《绿岛情歌》锁定崇明

生态岛建设，彩芳沪剧团讴歌消防官兵

《担当》。 以沪剧“轻骑兵”为代表的民营

院团 ， 已成为上海公共文化配送的主

力，演出占基层配送总数的七成。

多元“输血”攀资金高山，

展演交易平台注市场活水

民营院团要起步，首先要翻过资金

的高山。 运营依托大企业、创作拄上基

金拐 、演出以获赞助众筹 ，近年来从国

家到上海 ，对于民营院团的多元 “输血

机制”越发成熟。

上海市文广局率全国之先于 2011

年设立民营院团专项扶持资金，资金由

最初的 500 万元已提至 800 万元，涉及

场租补贴、创作孵化、人才培养、文化交

流、服务基层 、剧目展演 、绩效评估 、宣

传推广等八方面。 而以剧目为依托，上

至国家艺术基金 、 文化部戏曲剧本孵

化计划 ， 下至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

及区级公益文化专项基金 ， 多项创作

基金配给已形成梯队 ， 关注民营院团

的大小创作。

有文化情怀的企业也是不容忽视

的力量。 这个成立八年的文慧沪剧团由

著名企业小南国创始人王慧莉亲自挂

帅任团长。 作为沪剧爱好者，她在成立

之初就下决心走专业化道路。 今年她捧

出的红色沪剧《四月歌声》，根据地下党

员李白真实事迹改编，艺术品相与国有

院团相当。 而市级国有院团也力挺“名

角儿” 的探索新路———“瑜音社”“弘依

梅”与院团的良性合作令王珮瑜与史依

弘涉水展演 、创作和公共教育 ，刷新京

剧的“能见度”。

上海的一系列节展赛评也擦亮了

民营院团优质演艺项目的标识度 。

2015 年恒源祥戏剧公司出品的音乐剧

《犹太人在上海 》 在第 17 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揭幕 ， 艺术节首度将民营

院团作品作为开闭幕式演出 。 这样的

平台让专业演员转型导演的徐俊在短

短几年 “一飞冲天 ”。 二战背景下犹太

人与中国人守望相助的故事 ， 随后走

出国门在以色列美国演出 ， 更令有着

百余年历史的百老汇巨头倪德伦青眼

相待。

而辐射面更广的是由演出行业协

会牵头、一年一度的上海优秀民营院团

展演和民营院团演交会，前者继去年晋

京，今年又办到了长三角。 协会会长韦

芝说 ，评审们从前些年的 “看来看去选

不出”到如今是“左看右看舍不得”———

展演评审的感慨也是交易会 “买家”的

纠结，如今民营院团创作实力与作品品

质的齐头并进，可见一斑。

合理化运营机制，品牌意
识追求长效发展

协力翻过资金的高山，蓄力市场活

水， 民营院团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大

多避不开“转型”的火山口。

在荣广润看来， 与经济发展一样，

从开始的“小打小闹”“一盘散沙”，到如

今的成体系、成规模、有影响力，民营院

团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已经形成产

业链闭环的现代人剧社谋求更广阔的

演艺空间；积累不少卖座 IP 戏的锦辉传

播涉水严肃现实题材培养专业创作力

量；而对于名角儿“挑班”的戏曲民营院

团，则要面对人才梯队建设的短板。 要

扑灭转型火，各院团所借“芭蕉扇”各不

相同。

“成熟的非营利性艺术机构 ：三分

之一靠艺术基金与社会募集；三分之一

靠自身运营；三分之一靠衍生产业的开

发。”对于理想民营院团模型，张军曾有

着这样的构想。 在他看来，眼下不少民

营院团靠的还是当家人打鸡血式的拼

搏与激情 ，要将其化为一种长久的 、可

持续的运营机制 ，远比 “票卖光了 ”更

重要。

先守正，再谋变。 在徐俊看来，民营

院团自身要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树立品

牌意识。 相比于短期的市场收益，品牌

建立后所带来的长效市场反馈可以呈

几何倍数增长。 《犹太人在上海》推出三

年间在国内演出不过 20 余场。 可正是

耐得住市场寂寞，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打

磨，令其收获了百老汇两年的“天天演”

合作。 （制图：李洁）

■ 据上海演出行业协会统
计， 目前上海注册的民营院团数
量已超过 300家， 年演出场次超
过一万场， 已超过上海国有院团
的演出体量。 在政府政策与资金
的扶持、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下，

上海民营院团根据自身定位守正
出新，已成为繁荣文艺创作、助推
市场活力、 服务基层与文化走出
去的重要力量

原创首演看这里———

本届艺术节集聚海内外优质资
源 ，提质增效再上台阶 ：主板块 45

台剧目中，原创首演达到一半，其中
不少是世界首演和亚洲首秀。

文化获得感看这里———

本届艺术节观众参与人次较去
年增长 25%。 109 场公益性户外艺
术活动覆盖 16 个区，凝聚全城“爱
艺之心”。指挥大师夏伊与琉森音乐
节管弦乐团、西班牙玛利亚·佩姬舞
团、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等国内外
艺术工作者先后参与演出。

开放包容看这里———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朋友圈”

越拉越大，越拉越紧。 去年成立的“丝
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 目前已吸引
41个国家和地区157家艺术机构加
入。而在演出交易会，460余家演艺机
构参会，五天时间里“购销两旺”，“走
出去”“引进来”项目各占半壁江山，真
正实现演艺的“买全球、卖全球”。

联动辐射看这里———

“服务全国 ，联动长三角 ”成为
艺术节的使命与追求。 长三角区域
文化合作论坛首次举办、 长三角省
级美术馆联盟成立、 长三角地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

合作机制在上海启动……长三角的
文艺联动正空前热闹。

茛张军饰演哈姆雷特。 （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供图）

荨音乐剧 《犹太人在上海》 剧照。 高培根摄

▲舞台剧 《捕鼠器》 中文版剧照。 （上海现代人剧社供图）

荩上海彩虹室内乐团通过多首神曲赢得超高人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