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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不停工 演出院团争相“云营业”

五年一评 非遗传承人新规正式实施 头部演唱会延期
近八成订单选择保留

北京商报讯（记者 马嘉会 胡晓钰）自3
月1日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施行。此次《办法》不仅从技艺精湛程度、代

表性和社会影响力、传承活动开展、品质修养

等方面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认定条件作出了细化规定，还明确了一般

每五年开展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认定工作，并增加材料复核、根据需

要安排现场答辩、公众异议等评审程序和环

节，完善了传承人资格的退出机制。

据《办法》显示，此次对非遗传承人的申

请条件进行相关调整，且较之于以往《暂行

办法》的三条标准，《办法》明确了四条标准：

长期从事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熟

练掌握其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知识和核心技艺；在特定领域内具

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

在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具有重要

作用，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爱

国敬业，遵纪守法，德艺双馨。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首次提出，非遗

传承人在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时要遵守宪

法和法律法规，要遵守社会公德，坚持正确

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得以歪曲、贬损等方

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在非遗传承人退出机制上，《办法》则

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明确五种情况可以取

消传承人资格，包括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

的；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累计两次评估

不合格的；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

德，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自愿放弃或

者其他应当取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资格的情形。

据了解，此前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并没有

明确认定时限，而《办法》中指出，文化和旅

游部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另外，国务

院文化行政部门要对评审委员会提出的代

表性传承人的推荐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从15天延长至20天。

数据显示，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已认定了

五批共306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中央财政给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2万元的传习补

助，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开展传习活动。

且《办法》显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根

据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

其中包括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

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指导、

支持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整理、建档、

研究、出版、展览展示展演等活动；支持其参加

学习、培训；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

其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的其他措施。而对无

经济收入来源、生活确有困难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所在地文化和旅

游主管部门应当协调有关部门积极创造条

件，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资助，保障

其基本生活需求。 图片来源：官方供图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伍碧怡）疫情发生以来，大量线下演出
相继延期或取消。而据大麦网此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在全国超过800余场被

延期的演出中，平均66%的粉丝没有

退票而是选择了保留订单，其中观众

对头部演唱会最难以割舍，订单保留

率达到75%。

以“MyLove刘德华巡回演唱会”

为例，数据显示，共有93%的购票用户

保留了延期观演的权利，且粉丝纷纷

表示，“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

验！”“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要做

世界第一等”。与此同时，摩登兄弟“成

长风暴”巡回演唱会武汉站作为最早

一批宣布演出延期的项目，也丝毫没

有妨碍粉丝对演出的热情，并有94%

的购票用户保留了已购订单，纷纷留

言“我们在武汉等你”。

除演唱会外，剧场用户的观演诉

求也已蠢蠢欲动，包括杨丽萍大型舞

剧《平潭映象》南京站、英伦剧《傲慢与

偏见》、音乐剧《白夜行》在内的多部知

名剧目，订单保留率都达到了90%以

上，剧迷们坚信“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从春节前夕至今，包括刘德华、陈

奕迅、韩红、陈伟霆在内多位歌手的头

部大型演出纷纷宣布因疫情影响取消

或者延期，为及时解决观众的票务问

题，大麦网客服针对持续攀升的咨询

量，推出专门票务登记页面和各项措

施，为粉丝提供服务。

公开资料显示，2月14日，大麦网

曾发布致商家的一封公开信，最早在

现场娱乐行业里喊出为合作伙伴提供

佣金减免、提前返款、金融支持等多项

暖心服务，与商家并肩作战，共渡难

关。且公开信指出，自1月20日至2月

29日，针对全国范围内因疫情明确取

消演出项目的合作伙伴，大麦网对其

已售或退票部分予以“代理费全免”，

该范围不包括非普通代理模式合作的

项目；在此期间，因疫情原因而发生的

退票部分免除代理费。另外，所有合作

伙伴均可就已核销进场的订单票款申

请预先返款，保证演出资金正常周转。

而在此前，大麦网CEO兼淘票票总裁

李捷则曾表示，阿里影业旗下影院系

统平台凤凰云智也将启动为后续全新

开业的影院提供为期6个月的免费系

统服务支持，以尽微薄之力与合作伙

伴共克时艰。

现阶段， 演出行业仍处于线下

暂停的状态。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3

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仅在3月，全

国20余省市便有近8000场次演出

（包含剧场和大型演出）被取消或延

期。 尽管何时能够恢复演出尚不可

知，但各大剧团并未停下忙碌的脚

步，并发挥各自所长创作各式各样

的作品。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包括北京曲艺团、中国评剧院

等10余家院团都已加入了线上创

作的队伍中，并推出超百部作品，

让观众能够享受到足不出户的观

赏体验。

线上创作各施所长

对于演出行业而言，2020年是特殊的

一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春节以来

各演出院团相继停演，仅在北京市便有超

过100场演出被取消，同时包括国家大剧

院、北京剧院、北京音乐厅、梅兰芳大剧院

等均发布了取消演出的通知，且至今仍处

于停演阶段。对此，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

张海君表示，虽然暂停演出会给剧场、院

团、相关企业等带来直接影响，“但为了疫

情防控，这是必须要做好的”。

然而，停演却并未让演出院团彻底进

入放空的状态，反而是迅速调整并恢复到

积极创作的状态，结合了剧院特色推出了

大量与抗疫有关的原创作品，更好地发挥

文艺战“疫”的作用。

早在疫情于今年1月暴发之初，北京曲

艺团便率先在网络平台推出两部快板作

品，分别为由快板书演员郭迎欢创作并表

演的《给您鼓鼓劲儿》和由国家一级演员李

菁改编自郭迎欢作品并表演的《坚决打赢

攻坚战》，充分发挥曲艺作品“小、快、灵”的

艺术特点和优势，以宣传政府疫情防控举

措及百姓防控手段为主要内容开展创作。

北京曲艺团团长王跃明表示还有更多的作

品在创作中，陆续会发布。

随后，越来越多的演出院团推出更多

作品。其中，中国评剧院则结合评剧艺术展

开了“隔离不隔爱，评剧在身边”线上活

动，并在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布了由艺术家

赵震于家中演出录制而成的《评剧在身边

〈金沙江畔〉选段“红军不怕远征难”》、原

创作品快板书《战“疫”必胜》、诗朗诵《兄

弟》、戏歌《防疫保卫战》等。据了解，该活

动已有近30位演职人员参与，并吸引不少

观众观看。

而据北京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旗下北京曲艺团、中国评剧院等各院团进

行创新传播的抗击疫情主题作品共有数十

部，包括戏曲选段、戏歌、歌曲、曲艺作品、

诗朗诵、杂技节目、器乐演奏等多种类型。

除此以外，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也推出了儿

童朗诵剧《唤“福”———梦中童话》等作品，

北京交响乐团则献上交响名曲《爱的致

意》，而北方昆曲剧院创作并演唱的《端正

好·楚江吟》《丹心映日护人寰》《苍生大医》

等昆曲唱段也相继推出。

远程“搭台”隔空排练

尽管呈现出的线上作品是仅仅几分钟

的视频，但背后的创作过程并不容易。从场

景布置到后期作品呈现，期间所涉及的工

作量绝不亚于呈现一场现场演出。

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作品

由艺术家在家中摄制完成，拍摄、收音等都

没有用到专业工具，同时在视频中也看到

他们利用家中白墙、窗帘等进行布景。据

悉，中国评剧院伉俪孙路阳、李妮在家中录

制视频时，为了更好的录制效果，他们将家

里的灯都打开以保证充足的光源，并改造

出一个演出场景，短短两分钟的视频前后

花费了四五个小时。

除了场景需要费心思外，对于多人联

合创作的作品来说还需要协调演员时间进

行线上沟通，后期还需要对各人的“演出”进

行合成技术处理。以北京交响乐团首席常

任指挥李飚与乐团的音乐家们在家中“隔

空演奏”的合作作品《爱的致意》为例，从作

品视频中看出，共有13名音乐家在不同地

方参与演奏，其中包括两名外籍音乐家。

“这绝对是一次不可被复制的演出。”北

京交响乐团《爱的致意》演奏者兼视频制作

者刘可表示，音乐家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家

中，无法像以往一样合作演奏，只能各自完

成自己的演奏部分，作为演奏者和视频制作

者，大家在音乐录制过程中存在很多技术上

的困难，之后的制作和合成更是有很多想象

不到的难处，但在大家的通力配合下，最终

演奏合成制作了这首隔空合作的特别作品。

“以往创作艺术作品时，前期有充足的

时间进行策划、排练才能更好地在剧院中

呈现出来。”在剧院从业人员苗梓看来，线

上作品的完成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线上交

流受外界因素影响大，对“演出”环境要求

高，甚至会受到网速限制，“在短时间内进

行远程‘搭台’创作，是对剧院从业人士适

应新时代创作能力的挑战”。

多途径传播“接地气”

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大众熟悉的剧团

变得越来越“接地气”，微信公众号、抖音以

及各大平台的自媒体号上都有剧团的身

影，以往它们在平台上分享演出点滴、幕后

故事。而在这段特殊时期，艺术作品借助网

络媒体的传播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与平常的消息相比，这

些作品在新媒体平台均收获了更多的点赞

量和转发量。

“虽然我们北京交响乐团的工作人员

无法在一线做贡献，但是我们远在京城可

以把我们爱的力量送给每一位医务人员和

病人，这样才充分地彰显艺术的价值。”北

京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李可思认为，真正

的艺术不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它是具有社

会价值的。每一位艺术家都该有社会责任，

且能体现贡献精神。

除了春节期间的原创节目外，部分剧

院则通过网络为大众提供了经典演出实况

回顾。其中，国家大剧院方面则为观众提供

了近1000多场高清演出实况，鼓励观众线

上观演。北京交响乐团则通过公共文化服

务品牌“首都市民音乐厅”特别推出《艺术

抗“疫”专辑》，为大众提供了乐团以往演

出、排练经典作品的录像片段。

在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尽管

线上演出不会成为常态，但是艺术创作需

要拥抱时代的变化，除了在作品主题上推陈

出新外，也需要寻找多样化的途径展现自身

的魅力。通过短视频创作与传播，不仅能让

大众在此时感受到艺术的力量，也能让更多

人了解到不同艺术特色的创作作品，对剧

院自身的文化传播也具有积极作用。

而为了缓解演出行业因停演而带来的

压力，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不仅北京

市已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

施》《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

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多项措施，提

出延迟缴纳社会保险费、通过“房租通”政

策给予中小微文化企业房租补贴等。此外，

与演出行业密切相关的平台也推出了相应

的减负措施，如大麦网此前便宣布在疫情

期间将为合作商家提供佣金减免、提前返

款、金融支持等多项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伍碧怡
图片来源：官方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