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

《2023 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

2023 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达

739.94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29.30%，达

到历史新高。全国演出(不含农村演出和

娱乐场所演出)场次 44.06 万场，较 2019

年增长 123.55%；票房收入 502.32 亿元，

较 2019 年增长 150.65%；观演人次超 1.7

亿，较 2019年增长83.01%。

小剧场和演艺新空间整体呈现蓬

勃发展态势，2023 年演出场次 18.69 万

场，较 2019年增长 471.07%；票房收入

48.03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463.13%。据

介绍，从市场整体看，这些小微型演出在

孵化原创作品、培养创作团队、丰富演出

业态、培育观众群体等方面效果显著。

演唱会、音乐节带动效应凸显。

2023 年，2000 人以上大中型演唱会、音

乐节票房收入 201.71 亿元，较 2019 年增

长 373.60%。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分析说，2023 年演唱会、音乐节下

沉效应凸显，在三四线城市举办的比例

攀升，成为带动跨城观演和促进地方文

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据叶人民日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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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在创新与交流中生机勃发
每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等

经典话剧开售门票时，售票厅便挤满购

票的观众，这些剧目为何多年热度不减？

舞剧《红楼梦》火遍全国，甚至掀起了重

读原著的热潮，为什么小说遇到戏剧能

焕发新的生命力？昆曲《牡丹亭》不仅为

中国人所热爱，更是世界戏剧界的宠儿，

不同昆曲艺术家演绎的几代“杜丽娘”吸

引了不同时代的外国友人，昆曲为何会

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

由国际戏剧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

主办的 2024 年世界戏剧日庆典活动近

日落幕。活动上来自各国戏剧领域的专

家学者会聚一堂，通过演出、会谈等形

式，交流、探讨在娱乐方式多样化、文艺

新样式迭出的当下，戏剧这门古老的艺

术形式究竟拥有怎样的艺术魅力，又为

世界发展、人民美好生活贡献了哪些积

极力量。

戏剧激发文化共鸣
成为沟通人心的桥梁

1954 年，在日内瓦会议上，率中国代

表团出席的周恩来总理为了同与会国际

代表更好地沟通交流，特意播放了中国经

典戏曲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并

在给外国嘉宾的请柬上写了一句话：“请

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

欧与朱丽叶》。”虽然没有翻译字幕，但周

总理对两国戏剧名作的类比迅速地促进

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共情。在世界戏

剧日的“中外戏剧人主旨对话”活动中，中

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剧作家陈彦

以这个故事来说明戏剧作为文化沟通的

桥梁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戏剧等文化艺

术可以为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对话

提供人文价值基础。虽然彼此的文化存在

差异，但各国人民的人际关联、感情形态

是基本一致的。”陈彦说。

“当我看到不同肤色的观众眼含热泪

地表达对程婴悲苦命运的同情时，我便明

白，即使文化不同，但我们对人生、人心、人

性的感悟是相通的。”豫剧《程婴救孤》源于

赵氏孤儿的故事，故事中程婴的忠臣之义、

慈父之心感动了许多观众。其演绎者为中

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豫剧表演艺术

家李树建，他的四部代表作《程婴救孤》《清

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天》传达了忠、

孝、仁、义、廉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当李树建带着这些剧目走进纽约、

好莱坞等地的国外剧场时，他有过深深

的担忧：“其他国家的观众朋友，是否能

看懂我的戏？”每场演出结束之后，他都

要问问外国观众的观后感受。他发现，戏

剧所展现的真善美是全人类共同的情

感，也是戏剧经典在不同时代不同国籍

的观众中受欢迎的原因。“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

中，戏剧是一座可以直抵彼此心灵的桥

梁。通过这种交流，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

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文化，推动世界文化

的多样性发展。”

“戏剧舞台是奇迹发生的地方，戏剧

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剧场的无尽力量。”

国际剧协格鲁吉亚中心秘书长、戏剧研

究教授列万·赫塔古里讲述了表演艺术

的起源、希腊戏剧节和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创立历史，以此证明戏剧可以消除战

争和仇恨，带来和平与相互理解。

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昆曲表演艺术

家杨凤一讲述了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

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艺术家们

曾以他们的国宝———同样被列为世界

“非遗”的欧隆克来演绎昆曲《牡丹亭》，

北方昆曲剧院则以中国的昆曲演绎了雅

库特英雄史诗《图雅雷玛》。当两部作品

在中俄文化交流年的活动上亮相时，观

众看到了两门世界级非遗艺术的融合与

对话，谢幕时赢得满堂喝彩，这让杨凤一

感受到了戏剧艺术的力量。

戏剧是青春活力迸发的舞台

“戏剧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交替

发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和差

异。上海戏剧学院创始人之一、首任院长

熊佛西早在 1932 年到 1936 年，就到河

北定县从事农民戏剧的研究与实践，创

造了‘流动舞台’，让农民不断接受话剧，

并且自己排演话剧。”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黄昌勇谈起过往时表示：“当代青年戏剧

人更多地关注世界、个性、创新、实验，无

论是向外还是向内，都有着更加宏大广

阔的观察。”

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从业人员和

观众群体以青年为主，这里每年还举办

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和上海市中学生话

剧节；影响全国的上海演艺新空间剧场，

其从业者和观众也是以青年人为主。“青

年是戏剧难能可贵的创作力量，他们有

热情有激情，有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对

创新艺术的追求，有对当下和自我进行

表达的欲望，这也是社会支持和孵化青

年戏剧的主要原因。”黄昌勇说。

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看来，

戏剧从来都是青春活力迸发的舞台，因为

戏剧寄托了戏剧人的梦想，而梦想永远属

于青春。在冯俐所熟知的儿童青少年戏剧

舞台上，遍布青春的身影和梦想。她谈到

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办的“绽放·启航”

儿童青少年舞台艺术作品孵化计划：“首

届的征集期只有 29天，这样一个‘不讲道

理’的期限，决定了参与的人必须有足够

的积累和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在规定期

限内拿出一个 15分钟的作品。”令冯俐惊

喜的是，这个面向全社会年轻人的戏剧计

划两年来共获得 170多个创意，孵化出 21

部风格各异的作品。由此可见，来自戏剧

的青春力量具有无限潜能。

正如国际剧协印度中心秘书长、演

员、导演维迪亚尼迪·瓦纳拉塞所说：“充

满创新与探索精神的年轻艺术家正在重

新定义戏剧的可能性。作为可追溯至人

类文明的黎明的古老艺术形式，戏剧之

所以能够一直充满活力，正是在于它永

远不竭的创造力与创新探索。”

“前辈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

精神财富，让我们终身受益。每一代人都

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上启下，带着大

师的光环，为经典注入更多的新生力量，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远焕发光彩。”评

剧表演艺术家冯玉萍说。 渊李晋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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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启动文化基因激活工程

“我们计划全年新增古籍数字化拍

摄 100 万拍，并利用数字技术分析、提

取文本，构建知识图谱，实现数字化‘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4 月 7 日，在浙江

金华东阳举行的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

工程启动仪式上，浙江图书馆党委书

记、馆长胡海荣介绍说。

推动“沉睡”的古籍数字化，令其

“古为今用、经世致用”，是浙江省文化

基因激活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基础。

7 日，《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程

实施方案(2024-2026 年)》正式发布提

出，到 2026 年，该省要全面建成浙江

文化基因库，绘制完成重要文化基因图

谱，培育良渚文化、宋韵文化、上山文化

等 10 个以上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100

个以上文化基因激活标志性项目。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李新芳当日介绍说，《实施方

案》聚焦浙籍名人、浙学书院、浙风古

韵、浙传典籍、浙出好戏、浙地臻品、浙

派好礼、浙里畅游八大领域，以实施名

人故里深度开发、传统书院复兴活化、

戏曲词牌整理活化、古籍古画转化利

用、古装演艺精品打造、历史经典产业

振兴、遗产文创联动开发、文化景区转

型提质八大行动为抓手，激活文化事业

和文旅产业发展。

据了解，2020 年以来，浙江推进实

施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共调查登记 3

万余个文化元素，系统保全各类文化形

态资料，回答“何为浙江”问题。

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则旨在从“解

码”转向“激活”。

“文化基因解码仅仅是我们工作的

第一步，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亟须持续迭代举

措、完善机制，做深做透赓续浙江历史文

脉这篇大文章。”当日，浙江省文化广电

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广胜说。

陈广胜表示，该省要进一步聚焦

“浙江何为”的课题，充分发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省域资源优势，以文化基因

的源头活水赋能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

发展，汇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浙

江洪流，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高水平文

化强省标志性成果。

渊张斌冤

《故宫之声》正式启动音源采录工作
近日，由故宫博物院、中央民族乐

团与环球音乐中国联合推出的音乐文

化项目《故宫之声》正式启动音源采录

工作。

本次采录工作在故宫博物院“鸣金

开锣”，作曲家谭盾从金编的“金石之

声”中汲取创作灵感。作为首位参与项

目创作的作曲家，谭盾表示，说到心目

中的“故宫之声”，就会想到编钟的鸣

响，这样的声音承载了悠久的历史记忆

与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他将来自故

宫的金钟之响作为起点，延展出中轴线

上不同的钟声，也延伸了一条中华传统

文化的时间之轴、文明之轴。

据《故宫之声》总策划、艺术总监，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介绍，该项目历

经两年策划、一年创作，已进入推进的

最关键时期。该项目集结了故宫博物

院历史、艺术、考古等多个领域的专家

把脉，邀请了谭盾、叶小刚、赵麟、郝维

亚、关大洲等 12 位国内外知名作曲家，

以 12 种“故宫的声音”为起点，将形成

12 部兼具历史纵深感与时代创新感的

音乐作品，最终录制成一张面向世界发

行的音乐专辑。

渊据人民网冤

2023 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

达 739.94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