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力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

黄浦区紧紧围绕建设“亚洲

演艺之都”核心示范区目标，

以塑造和提升演艺大世界品

牌为着力点，不断推动演艺

内容推陈出新及产业融合创

新发展。

2018年11月通过全球征名，“演艺大

世界”正式定名。通过近年来持续努力，剧

场、空间持续拓展，名家、名团、名剧纷至沓

来，首演、首秀、首映频

繁上演。

截至目前，演艺大

世界区域内共有专业剧

场25个，经授牌“演艺新

空间”44个。汇聚了戏

剧(含歌剧、舞剧)、戏曲、

音乐剧、音乐会等各门

类的艺术表演形式。其

中，人民广场周边1.5平

方公里范围内的核心

区，是全国规模最大、密

度最高的剧场群。近年

来，中国大戏院、上海音

乐厅、上海天蟾逸夫舞

台、仙乐斯木偶展演中

心、宛平剧院、兰心大戏

院等专业剧场先后完成修缮，重新开放；亚

洲大厦“星空间”、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等

一批“演艺新空间”异军突起。演出数量稳

步发展，2019年演出19528场，2020年演出

17256场，到了2021年完成演出21037场。

演艺资源和要素持续集聚基础上，演

艺大世界的品牌标识度和影响力不断提

升，文化地标和演艺名片的地位初步显现。

每个剧场都有“看家好戏”

几乎每个剧场都有驻场演出，几乎每

个剧团都有拿得出手的“看家好戏”。伴随

着演艺大世界建设持续推进，她对名家名

团、头部机构吸引力持续增强。譬如，田沁

鑫、陈薪伊导演等一批名家入驻；上海音乐

剧中心、上海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白玉兰

剧场舞台艺术排练中心等专业平台、机构

落地运行；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持续

发展，面向整个长三角地区吸引演艺项目

和机构资源，实现供需对接。

由此，也推动了优质驻场剧目不断涌

现。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国风

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越剧《红楼梦》等

经典剧目在上海音乐厅、美琪大戏院、宛平

剧院等专业剧场驻演，市场反响热烈；去

年，演艺大世界首部庆祝建党100周年话

剧《红色的起点》从上海出发，在北京和全

国各地巡演41场；海派独脚戏《石库门的笑

声》在中国大戏院、天蟾逸夫舞台等剧场已

完成130余场驻场演出，观演人数近11万人

次；亚洲大厦“星空间”内已开出18个各类演

艺空间，推出环境式音乐剧等驻场剧目已连

续演出835场，观众11万余人次，成为一批

年轻观众的打卡地；脱口秀在黄浦剧场及新

天地广场的“演艺新空间”内常年驻演，始终

处于一票难求的火爆状态；林肯爵士乐上海

中心推出大乐队全年驻场演出项目，主打高

端爵士乐演出，形成较稳定的观众群体。

与此同时，以节展活动为抓手，让丰沛

的演艺形式贯穿全年。目前，演艺大世界

已形成贯穿全年“3+N”的节展模式，其中

包括演艺大世界 ·上海国际音乐剧节、演艺

大世界 ·国际戏剧邀请展、演艺大世界 ·上

海国际喜剧节三大专业性、国际性节展，以

及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长三角城市戏剧

节，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思南赏艺会、表

演艺术新天地、艺树计划、昆曲雅音会等一

批节展和活动品牌。节展活动持续孵化产

出原创、首演优秀剧目，广泛吸引集聚名

家、名团优质资源。

让演艺浸润生活
产出强劲影响力

演艺大世界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演艺

大世界 · 今朝更好看——2022新年有戏

主题活动”中发布《演艺大世界铭牌使用

规范》《演艺大世界品牌名称和标识使用

规范》，颁发首批演艺大世界铭牌及证

书。截至目前，上海大剧院等20家单位

完成铭牌张挂；演艺大世界Logo已在上

海音乐厅、中国大戏院、人民大舞台等的

演出票张及演出宣传物料上使用；中国大

戏院、黄浦剧场、宛平剧院、思南公馆等

演出场所还将演艺大世界标识充分运用于

剧场内外环境布置及宣传展示，不断提高

品牌显示度。

围绕“全城有戏”等要素的形象表达，

制作推出《演艺大世界 活力艺街区》《过一

条马路看一场戏》《“演艺大世界”精彩归

来！》等主题宣传片。积极开展节展论坛，

召开演艺大世界品牌塑造专家座谈会，阐

发演艺大世界品牌定位和发展愿景，增强

品牌社会公众知晓度和美誉度；参与“上

海-纽约”双城文化论坛、国际戏剧协会合

作组织会议；参与深圳文博会、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上海旅游节、上海书展、上海国

际艺术节等大型活动。积极举办首届演艺

大世界文创品设计大

赛、短视频大赛等。积

极拓展户外展演空间，

开发外滩 ·中央内庭户

外空间，举办演艺大世

界广场音乐会，使演艺

大世界成为链接优质

演艺资源和市民公共

文化生活之间的桥梁

和纽带，在市中心地标

打造具有标识度、参与

度的“活力艺街区”。

此外，设立演艺大

世界服务中心，建设形

成涵盖景区、商区、社

区、剧场的演艺大世界

三级服务网络，共有服务站点19家，提供演

艺大世界补贴票、尾票、福袋等特色票务服

务；打造“1公里演艺生活圈”，推出《演艺地

图》和中英文双语版《观剧手账》；加强线上

平台建设，持续强化线上信息发布、文化展

示、票务服务功能，成立演艺大世界联盟、演

艺大世界在线演艺联盟，举办在线演艺发展

峰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让资源在汇聚基

础上实现产出，增强效能，更迸发出源源不

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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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资源及要素持续集聚

今年，演艺大世界将持续办好专

业节展、演艺主题活动，继续集聚优

质资源，着力演艺内容打造。在 2022

演艺大世界 · 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圆满

收官后，2022演艺大世界 · 国际戏剧

邀请展正于中国大戏院及上海文化广

场 、 人 民 大 舞 台 等 合 作 剧 场 精 彩 上

演 。 本 次 邀 请 展 将 实 现 “ 三 个 新 突

破”——邀约范围有新突破，南京大

学文学院、中国音乐剧产业基地、北

京鼓楼西戏剧都有剧目参与；合作模

式有新突破，剧场间形成横向联动，

上海文化广场、人民大舞台将成为合

作剧场；驻场演出有新突破，大光明

文化集团将邀请著名制作人李东为中

国大戏院量身定制驻场音乐剧 《夜半

歌声》。2022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目

前正处于剧目征集、节展筹备阶段，

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举办。

疫情冲击倒逼了演艺内容、模式供给

的创新，很多剧场、剧组抓紧打磨剧本，

抓紧剧场复苏的时机率先复演。比如，林

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在停演期间进行蜕变，

积极策划推出“不见面爵士音乐季”系列

云演艺活动178场，吸引线上观众超过30

万人次；新成立的“林肯爵士乐中心大乐

队”坚持作品编排，不断打磨原创曲目

《绽放》组曲第一乐章《牡丹》；抓紧创排

原创全环境式爵士音乐剧 《爵是我心》，

大胆培养并启用青少年爵士音乐演员，该

剧预计9月在中心首演。

近期，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

上，各大剧场、“演艺新空间”积极申报

剧目，制定演出计划，恢复演出。各演出

场所也精心安排上演剧目，希望重燃观众

的观剧热情。今年7月8日起，演艺大世

界在全市范围率先恢复演出，首个周末即

推出16部演出剧目。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落实文化演

艺企业的纾困帮扶工作，黄浦区推出

《黄浦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促进

服务业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

《黄浦区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

案》 等文件基础上，区文旅局还推出

包括防疫消杀费用补贴、支持文旅企

业恢复经营补贴、消费者退款平台手

续费补贴和企业营业中断损失保险产

品保费补贴等内容在内的相关政策，

进一步减轻文化演艺市场主体负担，

促进演艺行业恢复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

创新还体现在制度迭代方面，以此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展演机构和市场主体

纾难解困。

脱口秀，不同于话剧、音乐剧等舞台

演出，脱口秀每场演出的主题内容及演员

阵容不尽相同，脚本更新快，针对新业

态，去年，黄浦区文化旅游市场管理所跨

前一步，创新监管与政务服务举措，推出

审核新模式，实现已审桥段再用免审、增

量部分重点审核的方式，助力这一演出新

形式。

启用“剧本库”审核新模式后，演员

每次演出的段子可从“剧本库”中抽取并

任意组合。文旅部门和演出单位还联手推

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的票务新模

式，规范演出票务市场，为脱口秀头部企

业主创团队开展培训，详细解读相关管理

条例，主动加强意识形态内容管理。

市场主体专注于内容，迈入良性循

环。影响力大了，业务破圈了，受众也越

来越多，也因此，去年下半年，相关企业

将总部搬来黄浦，在相关政策服务精准供

给下，构建起适配中国市场需求的年轻态

戏剧产品矩阵，搭建从人才挖掘到创意孵

化，再到制作投放、整合营销的完整内容

产业链。

“文旅新基建”
激活传统产业能级

当下，黄浦正加快打造“1公里演艺

生活圈”，开发演艺消费市场新热点，逐

步形成健全的文旅产业体系。特别是结合

城市数字化转型，利用好数字技术等积极

构造“文旅新基建”，推动优势产业集聚。

以IP授权产业为例，将吸引和培育

相关行业组织落户，搭建IP授权交易服

务平台和空间，促进 IP授权产业和演

艺、旅游、电竞等优势产业融合创新，大

大提升传统产业能级。

去年，黄浦发布《区文化和旅游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包含支持引进和

培育文旅重点企业、产业服务平台和要素

市场平台，打造、引进和培育产业领军人

才和新锐人才，推动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

融合发展、在线文旅产业发展等。由此引

导和鼓励社会资源资本向文旅产业集聚，

助推黄浦打造“亚洲演艺之都”核心示范

区和高品质文旅生活体验区。

要实现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所

提出的：推动海内外优秀文化作品首发、

首演、首映、首展，持续打响“演艺大世

界”品牌。演艺大世界各方都在思考、探

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巨人的肩膀

上跃起一毫米。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各方化危为

机，保持定力，沉下心打磨剧本，拓展空

间、接驳资源、做好各项配套服务建设

等，进一步提升演艺大世界的显示度、影

响力、竞争力，进一步丰富“有戏可看、

有物可购、有景可赏、有友可聚”的内

涵，既实现文旅商联动，又接驳文化美育

教育，让“1公里演艺生活圈”扎实而又

生动。

据演艺大世界服务中心主任康骐介

绍，演艺大世界内演出场所数量连年增

长。目前，黄浦区域内已有专业剧场25

个，“演艺新空间”44个，是2018年时的

三倍有余。随着节展质量不断提升，演

出市场整体规模领跑全国。

与此同时，演艺大世界正不断突

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各类展演空间嵌

入超大城市街头巷尾，19个演艺大世

界服务中心站点也深入景区、商区、

社区周边，提供宣传展示、推广发布、

互动体验、惠民票务等服务，其中，演

艺大世界补贴票凭身份证实名购买，

对 不熟悉线上抢票的老年人也十分

友好。

年内，演艺大世界将针对市民、游

客推进尾票亭建设，还将在上海旅游

节期间打响“跟着演出去旅行”的活

动品牌，借由一江一河岸线空间的改

造提升，在老字号、新业态以及各类

有故事的城市场景中融入演艺元素，

带领观众开启城市中的艺术旅行。从

艺术家到普通观众，让每个人都能走

上舞台，每个人都与演艺相连，在演

艺大世界里，尽享活力艺街区带来的

喜悦。

文化广场
针对观演“社群”启动赋能计划

从“看音乐剧”到“做音乐剧”，2021年

是文化广场自制音乐剧“大年”，依靠5年

不间断的探索与实践，迎来了“十年十剧”

的制作体量，首次发布“制作演出季”。截

至2021年底，文化广场自制音乐剧完成巡

演共360场，足迹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

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品牌，也伴随着音乐

剧作品从上海出发，传递到了全国。

尽管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但在没有

观众的日子里，文化广场持续释放线上

的内容生产力。比如积极响应市委宣传

部号召，艺术教育品牌剧艺堂开启“艺起

前行”系列直播活动。广场小白视频号

也持续分享票亭故事、重温美好回忆、在

线陪伴观众，消解距离感。

同时抓紧琢磨数据，从中找到前行方

向。比如，从会员迭代的分析中，可以看

到新会员跟铁杆粉丝数在逐年增长。受

众迭代中，有一个行为值得分析，就是剧

院的社群文化开始显现并形成。这也与

95后的社交文化和习惯有关联。由此，剧

院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归属地，也成为了

粉丝的社交场所，观众也更为多元。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文化广场

以积极的姿态破局开路，比如，将在华语

原创音乐剧展演季中为“首演首秀”及具

备坚实合作基础的伙伴提供定制化的扶

持政策；为有一定周期规模、具备“大戏”

品质的项目打开合作空间。同时，以舞

台为核心，持续优化项目运营与场地服

务标准化流程，进一步明确音乐剧大戏、

音乐剧公司出品剧目、国有院团经典大

戏、头部IP项目的优先级序列，打造舞台

精品，传达剧院思想。

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表示，针

对十年来因剧汇聚而成的观演社群，剧

院启动赋能计划，连接观众需求与舞台

内容的表达，以演艺空间、优质服务、多

元内容构筑全方位感官体验，让剧场成

为一个可以真诚表达，可以描绘生活，可

以开放共融的全新场域。

中国大戏院
老字号剧场有了“聚场”效应

牛庄路上的中国大戏院，如今是沪

上热门的演艺IP。不仅因为名字自带流

量，近年来，得益于演艺大世界持续推

进建设，中国大戏院积极向产业链上下

游探步，《红色的起点》《石库门的笑

声》等一批热门剧目或诞生、或驻演于

此。近期，大光明文化集团与仙童国际

戏剧联合出品制作音乐剧 《夜半歌

声》，该故事改编自1937年由马徐维邦

执导的电影 《夜半歌声》，由中国国家

话剧院制作人李东领衔创作团队，拟于

年底首演。

大光明文化集团参与联合投资出品该

项目，旨在结合集团旗下中国大戏院的剧

院基因和大光明电影院的影院基因，打造

一部“文商旅融合+沉浸探索”的驻场演

出IP剧。该剧故事内容经典，且具有娱乐

性和艺术价值，将依托黄浦区丰富的文

化、旅游、商业资源，拟融合沉浸式展

览、主题餐饮及各类文创，推动国产、海

派、经典品牌联名植入，将其打造成未来

南京路步行街“全时悦活区”和“全景新

地标”的文化新

名片。

打磨并推出

《夜半歌声》 也

是中国大戏院的

一次全新尝试，

新世界集团副总

夏锋介绍说，未

来将充分实现商

旅文联动，尝试

从 南 京 路 步 行

街 充 分 引 流 ，

让 “ 逛 完 商 场

逛 剧 场 ” 成 为

一 种 新 选 择 ，

新消费习惯。

虽然中国大

戏院没有自己的

专属院团，但近年来，立足自身特点进行

差异化定位经营，创新尝试聘请国家话

剧院副院长田沁鑫为艺术总监，着力打

造“一年三个演出季”，做强中国大戏院

国际戏剧邀请展、中国大戏院新人新剧

邀请展、中国大戏院创新戏曲邀请展等

品牌，使中国大戏院成为名团名剧的首

演地，网罗新人新作的基地，创新戏剧

的孵化地，最终形成既有剧场演出又有

作品出品的特色剧场。

同时，创新运营模式，坚持走市场化

运作道路，大光明集团成立了大光明演艺

经纪公司，运用“文化+”，推进电影放映、

剧场演艺与商业、旅游、科创、金融、教育

的创新融合，剧场功能从演出经营为主

拓展到兼具时尚发布、艺术展览、休闲娱

乐等功能，剧场与其它文化艺术业态和

公共空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共生关系。

譬如，充分利用黄浦区商旅文联动

优势，提高剧场的利用效率和剧场衍生链

条产品的经济效益。今年上半年，按照市

委宣传部统一部署，启动“艺起前行”主题

线上观剧栏目与板块。剧场开演后，国际

戏剧邀请展启幕，展演活动将走出中国大

戏院，联动上海文化广场、人民大舞台等

剧场，形成演艺大世界范围内剧场间的资

源共享与横向联动，真正发挥“聚”场效

应。自8月中旬至年底，以话剧、音乐剧为

主的九部重磅好戏陆续登上演艺大世界

舞台：北京鼓楼西戏剧的年度大戏《丽南

山的美人》、和王子川主演的《枕头人》；南

京大学文学院带来的上海首演剧目《人间

童话》；小柯音乐剧“爱情三部曲”的开篇

《稳稳的幸福》等等。

亚洲大厦
出圈的小剧场挖潜“定制剧”

经受疫情考验后的复演开启，星空

间创始人、亚华湖院线总经理阮豪发现

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亚洲大厦所

在的街区，沿街商户几乎没有缩减或退

租，反而一个个欣然勃发。这些小商户

满满的信心，或许也印证了亚洲大厦对

定制剧、驻场剧等小剧场市场的预期。

位于汉口路上的亚洲大厦，严格意

义上，并不属于演艺的优质载体和资源，

21层楼高，两年前还只是一幢写字楼。

伴随着演艺星空间的建设与拓展，到目

前为止，这里入驻了18个小剧场驻场演

出，成为一个垂直的戏剧街区。驻场剧

也一度吸引不少长三角观众拖着行李箱

来反复刷剧。

据介绍，这18个小剧场空间平均面

积在100-350平方米，以往每年单厅演出

在350-400多场。正因为独特和唯一性，

这里几乎每部定制剧都有特定观众，也

成为特色演艺新地标。

零距离观赏演出，这种特定空间和新

型观演形态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这也让

亚洲大厦有了新的思考，开始了环境式定

制驻演剧的探索。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驻

演剧先后落户于此，音乐剧、话剧、舞剧、情

景表演等等。而这样的演出也成为观众热

衷的社交方式，更带动了周边商业及消费。

在此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以亚洲

大厦为核心区域的小剧场群，进而辐射

至整个街区，形成了“剧场＋”的城市文

化演艺新场域。

据阮豪介绍，预计到明年底，星空间

将在演艺大世界核心区域内再新增20家

小剧场，进一步拓展环境式定制驻演剧

这一新业态。

演艺大世界是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辐射整个黄

浦区乃至中心城区，拥有最“高”剧场密度，最“大”集聚效应，最“强”协

同合作，最“广”市场空间，最“优”服务环境，最“佳”观剧体验的演艺集

聚和产业发展区。

近年来，秉持着做强“码头”、激活“源头”、勇立“潮头”这一发展准

绳，演艺大世界坚持以高标准持续推进品牌建设，大力集聚名家名团

和首演首秀，锻铸了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演艺大

世界”文化品牌效应持续扩

大，“看大戏，到演艺大世界！”渐成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演艺大世界，

活力艺街区”的美好愿景下，这里将被打造成为看戏、购物、赏景、交友

的城市文化新场域。

特别今年以来，疫情对传统演艺产业带来影响，却也催生了文旅

及演艺的新业态新消费，以演艺大世界为例，涌现出越来越多新型的

演艺空间和形态，作为专业剧场群的补充，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各类“小

而灵活”的特色驻场演出蓬勃发展……这也倒逼着演艺产业从内容创

作到输出模式等各环节的创新与迭代——有剧团抓紧打磨作品，提高

创作质量；有剧场积极转型，研磨年轻受众更喜爱的演出形式；有演艺

中心加快拓展，将合作触角延展至长三角区域；针对新业态，相关监管

部门也积极跨前一步，推出演出内容“剧本库”审核新模式，助力演艺

新业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抓紧演艺产业内核提升，以更优营

商环境锻铸演艺产业的韧劲。

未来，演艺大世界将继续着力提升品牌标识度，围绕打造“亚洲演

艺之都”核心示范区，充分发挥全国密度最高剧场群的集群优势，在激

励创作、鼓励演出、繁荣市场、做强产业、服务观众上下功夫，实现从

“演艺码头”向“演艺源头”“演艺潮头”迈进。鼓励打造专业化、特色化

剧场，积极拓展“演艺新空间”，推动形成以主题演出季和经典驻场演

出为核心、以新空间沉浸式演出为侧翼的剧场空间“2+1”模式，提升演

艺内容丰富度和对各类观众吸引力。精心办好演艺大世界三大国际

性节展，集聚更多名家、名团、名剧和首演、首秀、首展。打造深入人心

的品牌标识，不断提升“演艺大世界”品牌的显示度、影响力和竞

争力。

“演艺大世界”精彩归来

做强
“码头” 如何在巨人肩膀上跃起一毫米以创新积蓄潜能激活

“源头”
勇立
“潮头”

www.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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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地铁换乘空

间内的艺术快闪“晚安，夜

归人 ”受到不少路人点

赞。而在豫园九曲桥、地

铁音乐角、南京路步行街，

甚至家门口的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市民观众也不时

与经典演出剧目邂逅。转

角遇到演艺——未来，这

样街头巷尾的文化演出将

与更多市民不期而遇。

近年来，上海演出市场

的多项数据持续领跑全国。

其中，演艺大世界2021年

度 完 成 营 业 性 演 出 共 计

21037场，占全市营业性演

出的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