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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电影质感展现舞台张力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青年原创剧本主题赛区暨戏剧之城正式揭牌

悬疑惊悚喜剧《醉后赢家》
在笑点中寻找疑点

14家院团上演28场演出

线下演出的逐步恢复，让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慢慢热闹起来。公开资料显示，8月

以来，包括国家大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北京京剧院、北京交响乐团、北方昆曲

剧院、中国杂技团、中国评剧院、中国木偶

艺术剧院、北京歌舞剧院、北京儿童艺术剧

院在内的14家北京市属文艺院团，陆续在

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带来28场演出，涵盖交

响乐、戏曲、话剧、儿童剧、杂技、歌舞、音乐

会等多种艺术形式。

而首场演出则是由北京交响乐团推出

的《永恒的旋律———北京交响乐团特别音

乐会》，并就此拉开“相约台湖 艺术有

你———北京市属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

演”的序幕。此外，京剧《四郎探母》、评剧

《母亲》、昆曲《牡丹亭》、北京曲剧《龙须

沟》等经典保留剧目，以及第九届北京市

文学艺术奖获奖剧目河北梆子现代戏

《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奇幻舞台剧《猴

王·花果山》、儿童剧《我的妈妈是匹马》

及《疯狂动物城》互动体验音乐会等作品，

也将陆续上演。

“之前看过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的

音乐非常好听。而2018年推出了音乐会版

《疯狂动物城》后，也曾到现场进行观看，效

果非常棒。此次知道台湖有演出后，就第一

时间订票，带着孩子再去现场体验一次。”

乐迷张女士如是说。

随着演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们也

不禁意识到，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自2018年

试运营以来，已过去了两年时间，并按照所

设定的目标逐步向前推进着，成为北京市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演艺地标。而据马銮才

透露，2018年9月至今，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已吸引4万多名观众走进剧场，同时还组织

举办了80余场艺术普及活动。此外，经过近

两年的建设，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基础功

能更加完善，定位也更加清晰。

持续强化各项基础建设

现阶段，演出行业正在有序复工中，而

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剧院等演出场所

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第三版）显

示，将剧院等演出场所观众人数从“不得超

过剧院座位数的30%”提高到了“不得超过

剧院座位数的50%”，进一步对演出市场放

宽限制。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虽然台湖舞美

艺术中心的线下演出是近段时间才陆续恢

复，但此前也一直在进行着其他各项工作，

以保证维持较好的状态迎接市场的变化与

调整。

马銮才表示，这段时间台湖舞美艺术

中心进行剧场维护保护工作，包括灯光、音

响、机械等方面，往年需要请技术团队，而

今年受疫情影响，由自己的团队来进行，这

样既可以锻炼队伍、熟悉设备应用，对基础

设施更加得心应手，也能实现大剧院要求

的“不让演出等剧场”。

与此同时，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在不

断完善各功能区。“台湖艺术公寓是在3

月‘抢’出来的，各队伍组织招标、施工、

现场组织，当时很多地方没有复工复产，

因此工作人员亲自来到工厂及各个施工

现场，抓好每一项工作，目前公寓已能满

足64个房间正常使用，约112人同时入

住。除此以外，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艺术创

意空间的完善也是在1月进行的。”马銮

才如是说。

随着环境逐渐常态化发展，台湖舞美

艺术中心也在布局接下来的新计划。而据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初，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策划了4个品牌和1个活动，包括“台湖星期

音乐会”“精品剧目展演”“暑期儿童演出季”

“台湖演艺艺术周”和“国际台湖舞美论坛”。

马銮才表示，未来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

整今年的相关活动，并保持剧院的沟通交

流，随时关注演出政策、走势，及时调整演出

计划。此外面对疫情，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

会继续做好防控工作，坚持打基础、下功夫。

联动行业上下游资源

近几年演出行业的发展一直呈现良好

态势，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2013-2019年我国演出票务收入中，演出

票房收入占据主导地位，占比达到了

35.44%，其收入182.21亿元，同比增长

3.11%。其次为政府补贴收入，占比为

26.4%，为135.75亿元，同比增长9.07%。

而随着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基础功

能更加完善、定位更加清晰，舞美设计、研

发、制作、仓储以及服装、布景、道具、化妆

的创意实践上呈现出新的业态发展走势，

产业发展链条正逐步形成。以舞美制作为

例，从去年10月开始，国家大剧院两部戏

《话语抉择》和《二月》的道具、布景、演出

服装都是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自行设计研

发和制作。

马銮才表示，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为剧

目艺术生产创作提供服务，与多家艺术院

团建立联系，在业务上进行互动。比如从

前年开始大剧院自己的歌剧如《纽伦堡的

名歌手》在台湖排练，是由国家大剧院、英

国皇家歌剧院和澳大利亚歌剧院共同打

造的大戏，发挥基地作用。话剧 《暴风

雨》、舞剧《天路》都是在这里排练合成。其

他驻京艺术院团，比如国家话剧院的《小

镇琴声》是在这里排练合成。为剧目生产

创作提供服务。

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处于大运河文化带

上，对于这将会给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带来

哪些方面的发展机会，马銮才认为，发展运

河文化是通州特殊的文化标志，是历史的

传承。演艺小镇、通州文化带、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是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大运

河文化带对打造城市名片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文化单位，要深耕运河的历史文化，围

绕运河创作更多艺术精品。

在独立策展人张梓宇看来，剧场在通

过出售演出门票来获取收益的同时，还应

该多举办一些公益的演出活动，这样能够

更好地将优秀的剧目传播给更多人，有助

于群众文化欣赏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菲/文
贾丛丛/漫画

在演出剧场逐渐放开的形势之下，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

艺术中心（以下简称“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开始了线下演出

的步伐，并自8月起携14家院团共同推出线下演出。而据台湖

舞美艺术中心综合管理部部长马銮才透露，虽然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的线下演出于近期逐渐恢复，但此前一直没有停下脚

步，并通过强化基础建设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与完善，以时刻

保持好的状态来应对市场变化，不让演出等剧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菲）此前暂停的
演出正逐步恢复，8月25日-9月6日，开心麻花首部悬疑

惊悚喜剧《醉后赢家》将在地质礼堂剧场上演，让观众在

笑点中寻找疑点。

公开资料显示，《醉后赢家》以一场匪夷所思的绑架

案，无意揭开了一场连环骗局的冰山一角为故事起点：惧

内厨子李丁一“迫于压力”，雇佣业余骗子杨鼎天绑架了

太太杜海燕，漏洞百出的绑架过程笑料不断，三人狂欢，

看似圆满收场，不料宿醉醒来，局面反转。惊喜变惊吓，猪

队友变神对手，凭空出现的陌生男女讳莫如深，局中有

局。幕后黑手企图瞒天过海，谁会是最后赢家？

从剧情中可以看出，《醉后赢家》不仅设定了悬疑的

氛围，同样也有搞笑的因子。而为了实现悬疑与搞笑两种

元素的融合，《醉后赢家》的服化道选择了暗黑系，并由音

乐剧一线团队量身打造主题音乐。而该剧的导演则是马

达，此前曾导演开心麻花喜剧《恋爱吧！人类》，受到不少

剧迷的追捧。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现阶段除了《醉后赢家》外，开

心麻花旗下包括《谈判专家》《乌龙山伯爵》在内的演出作

品也即将登上舞台，并于8-9月在地质礼堂剧场、北京展

览馆剧场等为观众带来多场演出。此外，开心麻花在天

津、济南、青岛、沈阳等地的演出也正有序恢复中。

而今年以来，虽然此前整个线下演出曾处于停滞状

态，但并未影响开心麻花的工作进程，不仅剧本开发工作

持续进行中，并进行2020年新的舞台剧产品的创作，同时

也在探索线上线下并行的演出新模式，曾作为西瓜视频、

今日头条、抖音线上“喜剧场”的入驻品牌，以2019年底推

出的年底大戏《贼想得到你》为基础推出衍生产品《贼想得

到你前传》，此外开心麻花在短视频及直播领域也进行了

相应尝试，包括《醉后赢家》中的演员也曾在抖音、一直播

等平台直播分享剧目的内容和幕后故事。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记
者 杨菲）8月20日，据北京天桥艺术
中心官方微信显示，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正式开票，并计划于9月18

日-20日登上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

剧场的舞台。

公开资料显示，《永不消逝的电

波》是我国首部谍战主题的舞剧，取

材自“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

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李白，

以李白等英雄形象为原型塑造了李

侠、兰芬等经典角色，展现他们丰富

博大的内心世界、视死如归的豪迈气

概，以及对理想和信仰矢志不渝的执

着追求。

该作品自上演以来，一度成为

2019年度出圈的现象级作品，自上演

以来，在观众与业界双双口碑飘红，

荣获了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奖“文华大奖”与第十五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而令观众印象

最为深刻的则是主创把石库门、弄

堂、马路、报馆、旗袍裁缝店等老上海

的城市特色细致入微地复原在舞台

上，无论是《渔光曲》的熟悉旋律还是

72家房客的生活场景，抑或是弄堂里

“万国旗”般的晾衣杆，种种细节塑造

出了真实丰富的老上海海派风情，并

用干净利落、极简主义的光影舞美，

呈现出了电影一般的细腻质感。

《永不消逝的电波》总编导曾对

外透露，“当时为了感受这座城市的

人文风貌，和搭档深入上海的大小

街巷，去保留了当年风格的上海弄

堂里观察，观察那里上年纪的人进

出弄堂时的行为穿着，看各家衣服

如何晾晒。在那里，我们体会到一种

弄里厢房局促之下的体面和干净。

比如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在弄堂的

公用水池洗带鱼，处理带鱼其实气

味很大，但她就是安安静静地忙着

自己手里的活计，至今仍记得她穿

了一件月白色波点纱质短袖上衣，

轻声与我们搭话，雅致极了，这一幕

很触动我”。

截至目前，《永不消逝的电波》已

在北京、上海、厦门等地进行演出，每

场均获得观众较好的反响，并时常出

现一票难求的景象。而此次该剧登上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为观众带

来五场表演。

图片来源：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官方微信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
者 杨菲）8月18日，2020北京文化创
意大赛江苏银行北京分行杯青年原

创剧本主题赛区暨戏剧之城揭牌仪

式正式举行。据悉，截至目前，本次大

赛已经收到稿件54份，投稿类型包括

戏剧、电影长篇及短篇、电视剧，接下

来大赛将加大征稿力度，吸引更多创

作者参赛。此次大赛设置了版权登

记、赛后孵化、专家指导、推荐就业等

特色服务环节。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

主任梅松表示，“剧本是一剧之本”，

需要重视，青年原创剧本大赛是北

京文化创意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了各方的支持。戏剧之城与文

旅、特色文创都有关联，是北京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重

要抓手。

对于未来戏剧之城的发展，中戏

创客联盟秘书长、戏剧之城运营总监

皇甫晓朋表示，戏剧之城将以“一站

式”孵化模式，结合“项目孵化”“人才

孵化”两大支点，为戏剧之城提供源

源不断的高品质项目及精英人才，从

而促进区域产业升级转型，提升就业

创业质量。结合青年原创剧本大赛征

集、选拔优秀的戏剧影视项目，为其

提供涵盖IP开发、制作、营销、经纪、

商演、版权等六大细分领域的流程

化、标准化专业服务，支撑优质内容

生产，完成商业化运营。

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不让演出等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