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伍碧怡）据
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官方微信日前发布

的消息显示，“非音未来·音乐扶持计

划”暨2020年第二届优秀作品征集活

动现已开启，并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向音乐人征集相关作品。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北京市持

续推动音乐产业的发展，并称发布《关

于推动北京音乐产业繁荣发展的实施

意见》，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而

“非音未来·世界音乐扶持计划”是北

演公司于2019年开启的活动，本届活

动主要旨在“用音乐发现未来”，扶持

有才华的原创及改编音乐人才，为之

提供资源平台，后续通过资源整合为

音乐人提供一站式的演出推广、作品

发行、宣传推广、作品收益、版权管理

与权利保护、粉丝运营、商业代言及衍

生品经济等多重服务，全产业链支持

音乐人。

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本届“非音

未来·音乐扶持计划”扩大了征集范

围，鼓励并支持非遗音乐、世界音乐、

民族音乐、古典音乐中的优秀作品和

优秀音乐人。与此同时，此次活动将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选拔方式，其中

线上选拔于2020年5月开启，音乐人

的音乐作品可以通过“非音未来”官

方平台参加作品初选征集活动；同时

线下选拔计划走进各大音乐类高校，

进行校园原创音乐人才选拔活动，让

更多音乐人才有机会参与活动，获得

更多资源。

据征集作品要求显示，此次共

分为器乐组和声乐组两个组别，且

要求是参选选手原创或改编的、非

抄袭、无版权争议的、内容和形式都

具有独特个性且拥有社会共识价值

的音乐作品，重点鼓励和支持非遗

音乐、民族音乐、世界音乐及古典音

乐为主的音乐作品。同时，语言不

限，其中声乐类作品须附上歌词或

歌词大意，风格与题材也不做限制

（但勿涉及政治、民族、宗教、影响社

会稳定等敏感话题）。

根据安排，本届“非音未来·音乐

扶持计划”的参选截止日期为2020年8

月31日（周一）24时前，以组委会收到

作品时间为准。此外，本届“非音未来·

音乐扶持计划”对参选作品要求为时

长3-10分钟的完整作品，且参选选手

可以个人或组合形式参赛，并建议每

组参选选手最多不超过6人，而每组选

手参选作品数量不超过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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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音未来·音乐
扶持计划启动作品征集

延展IP业态 京城小剧场谋拓圈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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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战线上直播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推“全民来演戏”

超千场演出停演

5月假期，北京商报记者实地调查并走

访了近10家小剧场，发现以往在4、5月演

出排期密集的小剧场，目前仍处在停演状

态。而多位剧场经营者也向记者表示，在停

工之前，剧场的平均上座率均达七成以上，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场演出受到影

响，仍不知道何时能复演。

“小剧场的盈利主要就是依赖剧目演

出，但是近两个月甚至往后两个月的演出

我们都停掉了，目前还不能确定什么时候

能够重新排期演出。据我所知，本来小剧场

的剧目就不会特别多，主要还是知名的几

家小剧场能够形成固定规模，所以对于知

名度相对更低的小剧场，停演的状态已经

是习以为常了。”小剧场场地负责人陈先生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演出

行业协会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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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

人士表示，初步估算，截至目前，停演的4个

月内，受到影响的小剧场演出超过千场。

据陈先生介绍，随着复工的信号陆续

响起，对于小剧场复演的日子指日可待。在

停演期间，运营者都在为排期筹划，随时等

待着观众的到来。尽管场地未能迎接观众

的来临，但工作人员都随时做好复工准备，

通过线上的渠道与剧组沟通、与观众沟通，

不落下运营的工作。如近一个月以来，蓬蒿

剧场仍在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告知观众

们关于第十一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

的相关进展。

面临成本高压

对于多数小剧场而言，在等待复工的

过程中，场地、人员等成本是首先要考虑的

问题。据了解，此前因排期演出而产生的排

练场地，排演过程中音视频的制作、布景、

灯光以及演员的服饰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

销，而很多前置开销因为停演无法及时收

回成本。

“为了节约开支，我们也有想过要辞去

一些员工来让人力资源成本方面有所下

降，目前还是日均亏损上千元的状态。”运

营独立小剧场的王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小剧场采取场地租赁的形式居多，停演间

鲜少能够有租金减免，因此依旧需要背负

巨额租金以及相关人员开销。此外，相声演

员高晓攀在4月19日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上发布了名为《再见，交道口剧场》的长文，

透露嘻哈包袱铺的一个小剧场交道口剧场

已关闭。

即便是在京城中备受关注的蓬蒿剧场

也受到资金方面的困扰。据北京商报记者

此前的了解，蓬蒿剧场自成立伊始日均亏

损3000多元、年均亏损120万元，十年来累

计亏损1000多万元。2016年，蓬蒿剧场创

始人王翔为保住演出场地，以全部资产和

三个牙科诊所作为抵押，首付1000万元买

下了剧场场地，但剩余的场地费也让蓬蒿

剧场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在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相比

大中型剧场，小剧场在资金方面会面对更

多的困难，对于本来就无法达到收支平衡

的小剧场来说，停演过久的确是雪上加霜。

但是，多年来北京市内的小剧场发展一直

都处在过剩和短缺并存的状态，目前的情

况对于小剧场经营者是难题也是机遇，能

不能借此找到多元化的生存之道，通过其

他方式拓展业态生存下来将会是小剧场经

营者的新考题。

谋划加速转型

停工以来，更多大中型剧场都开始启

动线上演出，以微信、抖音、微博等各种新

媒体形式为观众带来新创作。王涛认为，

对于小剧场经营者来说，去尝试拥抱新形

式也是一个机会。随着技术的提升，观众

的观演感提升有更大的可能性，疫情停工

则让更多人去关注线上线下演出的对比，

“线上的演出绝对不可能会替代线下演出

的观演感，但小剧场如果能在这个时期利

用线上的社群运营为品牌造势，吸纳更多

新的观众，对于未来复工后的上座率也会

有所帮助”。

而观众王女士表示，她对于小剧场的

剧目期待向来更胜于大中型剧场，她希望

小剧场能够以内容突围取胜，“小剧场会有

更多先锋创作型的剧目演出，比起大中型

的剧场，它可以给戏剧人以及戏剧爱好者

更多灵感碰撞的机会，所以我们观众更希

望小剧场在转型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最初的

特点”。

近一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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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更费心思考虑小剧场的选址地点

外，更多小剧场经营者也开始关注立足于

小剧场本身的IP衍生变现之道。“我走访了

国内外很多独立小剧场，对于小剧场的经

营思路有了更多想法，就是不光是做戏剧

演出的场地，而是将其品牌化，承载更多的

艺术属性。在我的小剧场未来规划中，我可

能也会参考国内外的IP衍生模式，比如做

戏剧书店、戏剧咖啡店等公共空间化的尝

试，同时打造更有标志性的衍生周边。”王

涛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伍碧怡

疫情防控期间，京城的小剧场

也因停演未能与戏迷朋友见面。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近10家小剧场后

发现，小剧场当下面临的压力主要

来自于经营成本，但多数负责人均

表示，尽管受疫情影响演出排期遇

到一定的阻碍，但是复工准备工作

依旧继续，小剧场运营者们不仅更

注重线上的社群运营，也在加快谋

划其他拓展IP业态的生存之道，如

做戏剧书店、戏剧咖啡店等公共空

间化的尝试，同时打造更有标志性

的衍生周边。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伍碧怡）5月7
日晚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与合作伙伴哲

腾文化携手推出的“全民来演戏”将在快手

上正式直播，这也是对演艺类线上直播形

式的一次颠覆与挑战。

据悉，“全民来演戏”将会为观众带来

真实的舞台、真实的戏剧和真实的表演，而

为观众呈现演出的人，或许就是身边那个

最有故事的普通人。在首次直播中，表演团

队将带来由傅迦编剧、杨峰导演的话剧作

品《江小东和刘小文》片段。

公开资料显示，《江小东和刘小文》讲述

了一段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江小东

和刘小文打小一起长大，虽然彼此喜欢，但

刘小文秉持着“男追女隔座山”的理念，对江

小东进行了百般考验后，才答应“携子之

手”。他们结婚了，生活平淡却不失乐趣。但

在新生命到来之后，江小东的地位一落千

丈，成为了一个“已婚单身”男，而“城”外的

一切此刻却变得格外诱人……尽管这是最

普通的一段爱情，但也是最独特的一段爱

情，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投影。

“全民来演戏”只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在疫情停演期间推出的线上活动之一，北

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通过微博、微信、抖音

等多个线上平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不仅

推出“艺术小站”“线上艺教”“线上放映”

“会员活动”等多种艺术活动，在直播领域

还自主策划发起《剧场经理脱口秀》直播栏

目，让观众眼中的“神秘人”———剧场经理，

在直播中与观众面对面进行交流分享，揭

秘演出背后的趣闻轶事，仅在微博平台上，

观看播放量就可实现单期破3000次。

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在恢复演出后能

迅速进入状态，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并未停

止运转，并组织起内部培训课程，各个部

门就自己的业务板块面向全艺术中心进

行课程式宣讲，以加速员工各方面能力的

提升，此外还对2020年6月后至2021年底

的重点演出项目进行了重新安排规划。其

中，音乐剧《变身怪医》中文版、中文原创

音乐剧《白夜行》、香港焦媛实验剧团话剧

《长恨歌》、英国新冒险舞蹈团《红舞鞋》，

以及多场高清放映计划于今年悉数亮相，

而法语音乐剧《唐璜》《摇滚莫扎特》《蝴蝶

梦》，英语原版音乐剧《雨中曲》也有望在

今年下半年登台。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疫情让整个演

出行业加速转型升级，并在线上尝试更多

的可能性。且线上与线下可互为补充，其中

与线下演出能够给观众带来更为沉浸式的

观演体验不同，线上平台的布局则是联动

演出团体、剧院、观众之间的桥梁，诸多更

具互动性的活动通过跨越时间、空间的限

制，让多方持续保持联系，同时还能吸引更

多人对演出产生兴趣，为今后的线下演出

培育更大的观众群。 图片来源：官方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