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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收入为2.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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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首设博士专业 AI+戏剧如何谋新路

观众上千万 北京2019年演出市场票房超17亿

学术关注

1月6日，中央戏剧学院发布《2020年

招收“申请-考核制”戏剧人工智能方向博

士研究生简章》，宣布2020年首次招收戏

剧人工智能博士研究生。据招生简章介绍，

该专业方向学制四年，学习方式为全日制，

2020年招生人数为2名。申请者需为对“戏

剧与影视学”学科有研究兴趣的理工类考

生，学校优先考虑具备学科交叉背景或学

科交叉能力较强的考生。

消息一出，中央戏剧学院就受到各界

的高度关注。北京商报记者亦就此致电中

央戏剧学院，但截至发稿电话仍未能接通。

此前，中央戏剧学院宣传部老师陈予婧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招生简章公布以后

陆续接到了各界包括不少媒体方面的电

话。因为目前处于招生期，学院的教授导师

们不方便过多发表意见。今年设立此专业

是新的尝试，仍在摸索阶段。

公开资料显示，中央戏剧学院并不是第

一家以学术角度来探讨人工智能与艺术演

出的可能性的高等学府。在2019年3月，中

央音乐学院也首次发布了音乐人工智能博

士生的招生启事，着力培养“音乐与理工科

交叉融合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新兴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垂直运用一

直受到关注，而艺术学府对‘AI+戏剧’

‘AI+音乐’等的探索正是演出行业所需要

的。我们期待新的研究成果，帮助演出行业

带来新的思考以及更好地判断实践方向”，

资深演出从业人士李兆庭认为近几年随着

AI、AR、VR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传播

度的提升，借力这些技术对演出行业进行

创新已经是大方向，而学界的关注也印证

了这一点。

革新体验

事实上，在融合高新技术与演出方面，

行业内外已进行过不少实践。早在平昌冬

奥会闭幕式上，总导演张艺谋就在“北京8

分钟”中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影像切

换实现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共同舞动。而在

近日国家大剧院举办的艺术节中，就提供

了“8K+VR”艺术互动体验区，通过VR、头

部追踪等技术结合剧院自制片源为观众提

供新的观影体验。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曾观看过类

似演出的观众后获悉，“创新体验感”是他

们最难忘的感受。观众李先生表示，自己多

次体验VR观演，新技术与演出的融合加深

了自己观演时与演出内容的联系，真切地

体会到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体验感是传

统的观演体验无法给予的。

演出行业分析人士黎新宇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保持创新是演出行业的任务之

一，而新技术作为工具将会让艺术演出变

得更有魅力，极大满足了观众对于增强演

出体验感的需求。尽管概念大于实际效果

的现象会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革新

观众传统观演体验上有着关键作用。”

除了以科技为工具为艺术演出加强体

验外，“科技就是演出本身”也是演出行业

的另一个实践方向。在2019年4月清华大

学校庆之际，由清华大学打造的全球首支

中国风机器人乐队墨甲也在当天对外亮相

演出，引起大众热议。而在2019年6月，中

央音乐学院举办了“未来音乐会”3D音乐

《中国十二生肖》的首演互动，以原创的3D

音乐加上虚拟主持人、机器人、人工智能伴

奏、5G+VR/AR共享平台、大型多媒体等

诸多现代元素。

“未来有可能在舞台上的是AI表演而

不是真实的人类，通过高科技的融合与展

示，突破人类无法突破的极限。”北京市演

出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文化事业部总监范莹

表示，高科技的加持赋予了演出行业进一

步开拓舞台的可能性。

拓展思路

随着5G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将进一

步普及，在演出行业的应用亦会愈加广泛。

业内人士认为，4K、AR、VR、AI这些技术

不仅能为观众服务，也将助力演出行业拓

展新的思路。

在范莹看来，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演出

行业的应用也可以从智能化场馆的角度分

析，“通过区块链大数据建立智慧场馆，锁

定观众需求，从电子票到剧场机器人，再到

打造完整的生态系统”。

“许多幕后的工作环节都能让技术为

我们助力，如设备检测、演出安全环境检

查等，”而李兆庭则认为借助技术的发

展，演出的流程也会进一步提效，“正如

技术影响我们生活方方面面一样，技术

对于演出行业的革新也有着全面的影

响。智能化、数字化过程中，指令式的演

艺设备能对声、光、视、械等舞台子系统

进行统一配置，将有效提高演出的效率，

并减少人力成本。”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跨界人才紧

缺的问题也将日益突出。“目前从招生资

料看出，学术研究需要的人才是宜精不宜

多。而跨界专业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开设，这

也意味着在目前演出行业中，跨界的专业

人才依然非常难得。不仅需要专注技术管

控的人才，也需要关注演出创作；不仅需要

对人工智能等技术有专业认识，也需要有

对演出行业的热诚，才能在科技与演出融

合的浪潮下，依然把握好艺术与创新的平

衡性。”李兆庭对此强调。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伍碧怡/文
贾丛丛/漫画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伍碧怡）1月
15日，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演出行业协

会统计，2019年北京演出市场共演出22823场，观

众人数达1040万人次，票房收入为17.44亿元。

据了解，截至2019年12月底，北京各类型营业

性演出中，话剧、马戏杂技魔术、儿童剧、音乐会等

最受消费者欢迎，观演人数均超100万人次，并有

众多高质量的大剧好剧相继在北京上演，如《白鹿

原》《大河之舞Ⅱ舞起狂澜》《摇滚莫扎特》等，吸引

众多观众。

数据显示，话剧、儿童剧共演出8484场，票房

收入达5.01亿元，占所有演出票房的28.7%，成为

2019年北京演出市场的一大亮点。在其他演出类

型方面，2019年传统戏曲共演出1915场，票房收入

达0.76亿元；舞蹈演出场次为488场，较上年增加38

场，票房收入达1.19亿元，同比增长38%；音乐类共

演出2376场，票房收入达7.59亿元，全年演唱会共

演出299场，其中专业剧场演唱会共演出240场，占

比80%以上。

业内人士表示，过去的一年间，北京演出市场

剧场演唱会热度不减，亲子音乐会势头强劲。越来

越多的专业院团也开始为孩子们打造专属音乐会，

培育未来的音乐消费群体。

具体到不同规模的剧场方面，数据显示，2019

年，大中型剧场贡献56.4%票房，共演出6125场，观

众规模达503.9万人次，票房收入为9.84亿元；小剧

场演出则依旧活跃，66家小剧场共演出8096场，占

全年演出场次的35.5%，票房收入则达1.55亿元，同

比上涨7.1%，年演出场次超100场的小剧场数量达

28家。

且无论是大中型剧场还是小剧场，均在优化自

身的运营模式，以谋求更大的发展，如长安大戏院根

据节日、节令等打造专属演出品牌，建立剧场特色；保

利剧院则开拓国际化合作，先后与英国大使剧院集

团、美国布使诺艺术中心等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而在小剧场方面，越来越多的小剧场选择在商业

中心或商业综合体中入驻，既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

需要，也能将商业体的客流融汇为自身的发展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市区演出市场展现出活

跃的气氛，北京的郊区演出市场也正逐渐繁荣，数

据显示，2019年北京市郊区剧场共演出1184场，同

比上涨23.8%，实现票房收入达0.16亿元，这不仅与

人们对于演出的需求日益增加有关，同时也离不开

低票价惠民政策的带动作用。公开资料显示，近年

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开展公益性演出、实施

低价票演出补贴政策，引导更多居民走进剧场，八

年来让300多万人受益。

此外，随着现阶段文旅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

趋，北京也出现不少相关的旅游演艺表演，并在

2019年实现8391场演出，占整体演出场次的

36.8%，吸引观众达304.7万人次，票房收入则为

2.26亿元。同时，北京市场各个旅游演艺品牌也在

2019年进一步加强自身影响力，包括德云社、老舍

茶馆等曲艺品牌，中国杂技团、朝阳剧场等杂技品

牌，知名度均不断上升，上座率与票房收入有明显

提升。

随着技术探索的深入，人工智能

已在各行各业遍地开花。 而日前，中

央戏剧学院官方发布“招收戏剧人工

智能博士研究生”的一则招生简章也

引发了各界热议。近年来，不仅是在

学术上对“AI+戏剧”有所关注，不少

文艺演出都尝试运用AI、VR等形式，

这些尝试不仅为演出注入新的活力，

也为观众带来更别具一格的观赏体

验。对于整个演出行业来说，技术的

到来也启发了新的发展思路。

◇2019年北京演出市场整体情况

票房收入17.44亿元

演出场次22823场

观众人数1040万人次

◇2019年北京部分演出类型的实际情况

传统戏曲共演出1915场
票房收入达10.76亿元

话剧、儿童剧共演出8484场
票房收入达5.01亿元

舞蹈共演出488场
票房收入达1.19亿元

音乐类共演出2376场
票房收入达7.59亿元

◇2019年北京不同剧场的演出情况
票房收入演出场次

◇2019年北京市旅游演出情况

大中型场馆

小剧场演出

郊区剧场
1184场

6125场

9.84亿元

8096场

1.55亿元

0.1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