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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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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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路线1：博物馆畅游行

□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51年的中央自然博物

馆筹备处，1962年正式命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主要从事古生

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

及工作，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组委会命名为“科学与和

平教育基地”，2009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北京自然博物馆馆藏文物、化石、标本10多万件，并有四个基

本陈列和一个恐龙世界博览，馆藏大型整体古哺乳动物化石数

量居世界第二。

路线：从天桥德云社剧场向东出发，经北纬路到达，全程大

约200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

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2

层。整体建筑由两轴两区构成，其中两轴为由西门到

东门的东西轴线和由南到北的南北轴线，两区为由

中轴内中央大厅分隔的南北两个展区，顶部有368个

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藻井，有着独特的装饰、采

光、照明和通风等作用。楼顶有近2万平方米的屋顶

绿地，表现出了环保和节能的理念。

路线：从北京自然博物馆向北出发，经前门大

街、前门东路后到达，全程大约3公里。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位于东城区王府井大街首都剧场

内，是中国第一家戏剧博物馆，2004年对外开放，建筑面积

1360平方米。展陈由序厅、建院创始人纪念馆、剧目厅、学术

厅、交流厅、剧院与观众厅及演员艺术形象画廊等部分构

成。博物馆有藏品近15万件，其中包括一批重要的文稿，如

郭沫若、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人的珍贵手迹和墨宝，叶子、

朱琳、郑榕、英若诚等留下的珍贵资料。

路线：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向北出发，经东长安街、南河

沿大街、灯市口西街后到达，全程大约2.8公里。

游玩路线2：夏日游园记

□永定门公园
永定门公园建于2004年，处于天坛与先农坛之间，是北京重要的历

史文化街区，永定门城楼是中轴路绿地南线的标志和起点，公园也因此

而得名。公园整体风格平正大方，古朴自然。结合永定门城楼复建及文物

保护进行了中轴线御道修建，在绿地的原址复建了“佑圣寺”和“观音

寺”。建成后的南中轴绿地尊重延续历史文脉，保护再现古都风貌。

路线：从天桥德云社剧场向南出发，经天桥南大街后到达，全程大约

1公里。

□万寿公园
万寿公园位于西城区白纸坊东街路北，占地5.1公顷，原址建于明代万

历四十五年的关帝庙。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对此地进行绿化整建。

1955年曾命名万寿西宫公园，1995年重新改造后更名为万寿公园，是本市

第一座以老年活动为中心的主题公园，也是全国首家节能型公园和具有

较完善应急避险功能的示范性公园。2014年西城区政府决定对万寿公园

进行整体改造，并被区政府确定为“孝”“寿”文化的宣传教育基地。公园改

造在保留原有建筑、树木、地形的基础上，注重从功能出发，体现人文关怀，

围绕景区特点调整植物配置，巧妙规划游人活动场地，突出“孝”“寿”文化

主题，营造“老年友好社区”型的百孝之园、万寿之家。

路线：从陶然亭公园向北出发，经龙爪槐胡同，后向西经陶然亭路、白

纸坊东街到达，全程大约1.1公里。

□陶然亭公园
陶然亭公园是一座融古代与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的、以突出中

华民族“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新型城市园林，有“都门胜地”之

誉。陶然亭公园1952年建园，全园总面积56.56公顷，其中水面16.15

公顷，内有胜春山房景区、华夏名亭景区、陶然佳境景区、潭影流金

景区等各具特色的景区。其中著名的陶然亭位于湖中央岛的陶然佳

境景区，陶然亭周围有许多著名历史胜迹。

路线：从永定门公园向西出发，经永定门西街，后向北经太平街

到达，全程大约1.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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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艺地标
出发游北京

天桥德云社剧场：搭建平台传承民俗文化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北京商报2020.7.24

天桥德云社剧场（原北京天

桥乐茶园） 位于北纬路甲1号，前

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天乐戏院，

1992年经翻修改建后重新开业。

天桥德云社剧场的节目由戏曲、

杂技、武术、曲艺四部分组成，在

这里， 游客可以一睹老北京市井

民俗文化，可以再次领略“酒旗戏

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盛

况。目前，天桥德云社还没有对观

众进行线下开放， 继电影院要有

序恢复开放后， 剧场也会逐渐回

归人们视野。 如何继续弘扬传统

民族文化以及如何让更多年轻人

喜欢上传统艺术表演都是剧场接

下来需要考虑的方向。

弘扬传统民族艺术

天桥德云社剧场是由始建于1933年

的天乐戏院改建而成，建筑面积近千平方

米，可同时接待300名观众。剧场集民俗文

化、饮食文化和茶文化于一体，开业至今共

接待世界各地游客数十万人次。据演出票

务平台客服工作人员表示，截至目前，天桥

德云社剧场尚无线下演出活动。

而回顾天桥德云社剧场此前的演出可

以发现，舞台上由戏曲、杂技、武术、曲艺四

部分节目组成。一楼大厅有40张方圆桌，环

境高雅，座位舒适；二楼有9个包厢回廊半

绕，具有个性化特色，整体上具有传统民族

建筑的风格。剧场大堂中引客入座的茶房、

纷飞的手巾把、身着民间服装的演员和服

务员融为一体，使观众置身于北京民俗传

统文化的气氛之中。

公开资料显示，该剧场在传播传统民

族艺术上颇具影响力，曾接待了十余个国

家的首脑和10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1997年至今就有日本游客十余万人次，成

为了北京民俗文化艺术对外传播的一个小

窗口。在业内人士看来，以弘扬中国传统民

俗文化、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天

桥乐茶园，在挖掘、整理和发展北京民俗文

化艺术的同时，为海内外游客架起了一座

友谊的“天桥”。

让相声艺术回归剧场

天桥德云社剧场是以弘扬民俗文化、

培养曲艺人才、服务大众为主旨的曲艺演

出剧场，并以“面向百姓，服务工薪”作为

剧场的经营宗旨，低廉的票价和接地气儿

的服务让中外游客了解古都市井文化，在

民间传统艺术熏陶中感受现代风情。在立

足于弘扬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天桥德云社

剧场向大众传播传统文化、民间艺术，让

相声艺术回归剧场并得以生存，为北京演

出剧场带来了新亮点。

以《三节拜花巷》为例，该作品是剧场

长期上演的经典节目之一，是流传于北方

地区民间的一种曲艺形式，属于《数来宝》

的一种，多被用于乞讨。在演出过程中，男

女双人表演，双方互相称作老头子、老婆

子。通常只在春节、五月节、八月节时在居

民居住的小巷子里演唱，向居民要钱，所以

被称作三节拜花巷。目前此艺术已经失传，

但一些相声演员经过挖掘将其中的一部分

内容用于相声作品的创作之中。

“之前去过很多次小剧场小剧场不像

北展的演出那么大和整，但是给人感觉非

常舒服，跟演员的互动性很强，就像是在小

茶馆里一样，进去之后就图一乐，而且票价

也非常亲民。”相声爱好者杨女士如是说。

天桥德云社剧场也延续了很多传统剧

场的习惯。相声爱好者马先生表示，园子虽

然不算大，但是传统的氛围非常浓厚，能看

到老式的小卖部、铜壶烧水，观众席里周边

街坊也特别多。

借力线上吸引年轻受众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现阶段天桥德云

社剧场并没有设立自己的官方网站、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观众想要获取演出信息只

能在德云社官方公众号或购票平台上了

解。这对于相声爱好者们来说，可能会带来

一定不便。业内人士认为，剧场方面应该通

过线上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到剧场的演出情

况，不仅可以给观众带来便利，也能将此作

为窗口传播相声文化，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并喜欢上相声艺术。

不仅是将线上作为传播窗口，当下很

多剧场把线上作为演出平台已经推出了线

上演出活动，尝试将内容创作与新媒体的

形式相融合，如保利剧院、首都剧场、中国

木偶剧院等把表演搬到“云端”，在线上和

观众见面。

究竟剧场的表演是否应当顺应新媒

体趋势，进行相应的内容创作和形式创

新？这已成为业内探讨的焦点。对此，中央

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李铭韬表示，

“剧场演出本身有它的先天特性，恐怕未

必能够紧随着时代发展随时做出反馈。新

媒体时代下剧场演出是否也要非常及时

地跟上时代，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也许人

们正是因为有了媒体轰炸，以前只有电视

一块屏幕，慢慢有了手机，多了一块屏幕，

慢慢发现随处都是屏幕了。人们在这种生

活下，可能也是一种循环，反而更需要一

种相对纯粹的艺术”。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