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口罩：外出活动要继续佩戴口罩，配合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求进行体温监测，必要时进行复测。
少聚集：非必要时尽可能减少去人员密集场所，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
做防护：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肘或纸巾遮住，不要用手接触口鼻眼。口鼻分泌物或吐痰时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
注保暖：在外出活动时，一定要根据气温条件注意保暖，儿童户外活动时要注意活动量，避免高强度活动后受风着凉。
勤清洁：户外活动回到家后，要及时脱去外套，清洗双手，适当补充水分。

【温馨提示】

·周边游玩线路·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菲 图片来源：官方供图

·相关链接·

游玩路线1：拥抱动物狂欢行

□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东邻北京展览馆和莫斯科餐厅，占地面积约86公

顷，水面8.6公顷。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是中国开

放最早、饲养展出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有狮虎

山、熊山、猴山、熊猫馆、两栖爬行馆等等，适合亲子游

玩体验。

路线：从北展剧场出发，向西步行大约500米。

□北京海洋馆
坐落在北京动物园内长河北岸，南倚长河、北京展

览馆、天文馆和首都体育馆。占地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2万平方米，绿化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是集观赏、科普

教育、休闲娱乐和商务会展为一体的内陆水族馆。北京

海洋馆通过丰富的鱼类展示、珍贵濒危物种的保护宣

传、精彩的海洋动物表演和各种科普活动，向游客介绍

水生生物的知识，讲述海的故事，倡导环保意识。置身其

中，人们不但可以领略不同种类的海洋生物，还可亲身

感受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路线：北京海洋馆在北京动物园内，根据路标步行
即可到达。

□太平洋海底世界博览馆
太平洋海底世界博览馆坐落于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塔下，

是由新加坡和中国合资兴建的，以展示海洋生物为主，集科普

教育、观赏娱乐于一体的综合现代化大型博览馆。馆内放养数

百种海洋生物，大到凶猛的鲨鱼，小到绚丽多彩的珊瑚鱼以及

多种珍稀的淡水鱼类。太平洋海底世界由小池区、触摸池、企

鹅馆、海底隧道、海豹表演区、人鲨共舞表演区、海底沉船、动

感影院、礼品店、快餐店、电脑科普教室等部分组成。

路线：从北京海洋馆驾车向西至紫竹院路，再向南经西三
环到达，大约7公里。

游玩路线2：解锁美味假日

□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坐落在北京展览馆建筑群的西侧，是1954年

开业的特级俄式西餐厅。建筑风格华贵高雅、气势恢宏，充满

浓郁俄罗斯情调。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接待重要外

宾。2000年重新扩建和装修后，莫斯科餐厅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

现代时尚，营业面积达1300平方米。现阶段，莫斯科餐厅正推出限时优惠活

动，在周一至周五期间，消费者可400元购买500元代金券，同时该代金券可叠

加使用，使用时间则能持续至2020年12月31日。

路线：从北展剧场出发，向南步行约210米。

□莫多多餐厅
莫多多餐厅通过用美味简餐来唤醒夏日活力，烤猪肋排、黑椒猪排、奥尔良鸡

排、烤德式香肠等，在夏天补充更多能量，意式手拍比萨则采用了纯手工拍打工艺

制作，同时包括萨拉米比萨、夏威夷比萨、辣牛肉比萨、蘑菇牛油果比萨等多种口

味的比萨满足消费者的口味。据悉，莫多多餐厅目前也已推出限时优惠活动，消费

者可以90元购买到100元的代金券，周一至周五在店内用餐时，可叠加使用，使用

时间可延续至2020年12月31日。

路线：从北展剧场出发，向南步行约380米。

□老莫啤酒花园
老莫啤酒花园现已对外营业，消费者可在花园一样的户外餐厅享用

风味独特的自助烤肉，不仅有俄罗斯血统的“烤基辅牛棒骨”、麦香浓郁的

俄式大列巴等多种食物，更有9种进口啤酒任消费者选择，在浑身上下热

到冒汗的时候，来一口冰啤酒，体验清凉假日。现阶段，老莫啤酒花园推出

了70元抵100元的代金券，消费者可于周一至周五到店内使用，每桌限使

用两张。

路线：从北展剧场出发，向南步行约3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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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览馆剧场：暂缓脚步再出发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北京商报2020.6.16

一个大容量的多功能剧场

作为北京客容量最大的专业演出剧

场，北展剧场的观演大厅直径达到62米，且

据北展剧场官方网站，最初北展剧场是一

个露天剧场，后加顶改建成室内剧场，共设

有43排2763个座位。舞台面积达400余平

方米，台口宽17.7米，高10米，后台共有6间

演员化妆间，可供200余人同时化妆使用。

剧场乐池总面积80平方米，可容纳70余人

的乐队，具有符合声学要求、美观实用及延

伸舞台表演区的功能。观演大厅为圆形的

场地，带有木制墙面的吸音装置，这为剧场

提供了天然声场效果，更突出辽阔、气派的

感觉。

“整个剧场呈圆形布局，容纳人数很

多，给人恢弘大气的观感。之前带全家一起

去北展剧场看了一场东方红的红色经典，

场馆的声音、舞台效果都营造得非常震撼，

给全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音乐剧爱好

者方女士如是说。

正因为北展剧场空间容量大，其中的

演出形式具有“多功能”的特点。公开资料

显示，剧场初建时，苏联各个芭蕾舞团、交

响乐团、合唱团常在这里演出。如俄罗斯

古典模范芭蕾舞团、俄罗斯亚历山大·红

旗歌舞团、俄罗斯国立小白桦歌舞团、英

国皇家芭蕾舞团、德国巴登巴登爱乐交响

乐团、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丹麦皇家芭蕾

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等。除此之外，北展剧

场还举办歌剧、舞剧、演唱会、相声及会议

活动等等。

暂无恢复演出时间表

受到疫情影响，剧场目前仍处于暂停

营业状态。北展剧场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剧场在大约大年初三、初四的时

候暂停营业，演出活动全部取消，目前尚未

接到恢复营业的通知，线上和线下均没有

任何演出。

今年5月，国务院曾发布文件称，按照

相关技术指南，在落实防控措施前提下，采

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等密闭式

娱乐休闲场所，可举办各类必要的会议、会

展活动等。随后，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印发了《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

控措施指南》，并提出低风险地区可举办营

业性演出活动；中、高风险地区，暂缓举办

营业性演出活动；观众进入演出场所必须

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等相关要

求。但现阶段随着新确诊病例的出现，剧院

等演出场所的恢复日期再次延期。

疫情期间北京的其他剧场，如首都剧

场、保利剧院及中国木偶剧院等，都把表演

放到“云端”，在线上与观众见面。但北展剧

场目前尚未推出线上演出形式。

爱好相声的张女士表示，每年到北展

剧场看德云社相声专场已经成为习惯了，

今年估计没有办法到现场听郭德纲的相声

了，但是希望剧场能安排线上的相声专场，

弥补缺憾。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

长金元浦表示，一场演出，到现场的观众若

能实现几千、几万人就已经处于较高点，但

是在网络上能够吸引更广大的受众观看，

极其广泛地发挥演出最大效益，因为网上

有更大、更宽、更丰富的承载量和影响力。

探索线上演出营利方式

目前剧场无法正常营业，线上演出形

式是当下剧场维持活力的重要方式。金元

浦认为，虽然等疫情结束后，人们还是会

恢复线下的观演方式，但必须知道，线上

发展是大体方向，这种情况反过来对线上

演出提出高要求，比如，目前直接把演出

搬到线上的形式不够好，既没有爆点，也

没有如短视频形式般运用好网络科技手

段。在线上呈现演出，要求掌握更高科技

的网络呈现手段，如3D、AR、VR等，从各

种方位对演出有更加新颖的观感。这不仅

与科技联系到一起，也对演出形式的创意

提出高要求。

与此同时，虽然很多剧场当下采取线

上演出形式，但是不同于线下演出，线上向

观众售票成为问题。对此，金元浦认为，云

服务的线上演出形式虽然容易吸引观众，

维持剧场在特殊时期的生命力，但是剧场

在获得收益上面临问题，大部分线上演出

属于公共文化服务，虽然可以增强传播效

果，对社会大有裨益，但是想要进行更具市

场化行为的演出，就需要探索如网上收费

模式等的未来发展方式，让观众付费观看。

这就需要剧场方面制作优质内容，打造爆

款模式。虽然线上方式更自由，但涉及投入

问题，需要考虑资金支持、创意水平、技术

层次能否达到，不要拘泥于线下只能到现

场观看演出，线上的时间空间都是无限展

示的，不一定受2小时剧场演出的束缚，要

进行突破，做新样态、新模式展示。

等疫情结束后，人们还是会倾向于到

现场观看演出，北展剧场如何“再出发”？对

此金元浦强调，“即使疫情结束后恢复线下

演出形式，剧场方面也需要考虑科技与场

馆结合的方式，如体验式环境与景观模式，

可考虑5D影视馆、3D观影形态，对剧场来

说创意设计非常重要”。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菲

北京展览馆剧场（以下简称“北展剧

场”）隶属于北京展览馆，始建于1954年，是

北京重要的演出场所之一。由于受到疫情影

响，北展剧场暂停营业近5个月，接下来恢

复开业看来也“遥遥无期”。而这也是国内不

少演出剧场的现实状态，并不禁让业内开始

思考，在这段止步的日子里，演出剧场应该

做些什么让自己保持生命力？在线下按下暂

停键的时刻，大大小小的演出剧场又该如何

利用线上的形式“再出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