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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旅局推出春节、元宵节358项线上文化活动

话剧、相声扛大旗 春节演出市场双线开锣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中央芭蕾舞团《天鹅湖》再绎经典

话剧《我爱桃花》

以戏中戏述情感话题

北京商报2021.2.5

春节越来越近，身边的年味儿也愈渐浓厚，此时的演出市场也早已准备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等待在春节期

间为观众带来一台接一台的舞台作品。而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到更多演出作品，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安全，今年

春节期间，演出市场选择线上、线下同开锣，不仅在线下演出方面，包括话剧、音乐剧、相声、脱口秀四大品类成为演

出主力；在线上，北京市则组织了“牛美美———演艺过大年”专题活动，带来新春线上剧目展演，共同欢庆佳节。

线下小剧场演出挑大梁

还有不到一个星期，2021年春节便将

正式到来，各式演出作品也已摩拳擦掌，准

备在春节假期先后登台。这无疑令演出爱

好者兴致勃勃，尤其是回想到上一年的春

节假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不少演

出纷纷取消、延期，难免令演出爱好者留下

遗憾，同时也使得人们对于今年春节假期

的演出更加期待。

伴随着演出线上、线下同开花已经成

为常态，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也不例外，演

出院团也选择双线并行的方式在观众面前

亮相。其中在线下演出方面，据大麦方面的

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今年演出市场春节

档主要集中于小剧场演出，重点聚焦在话

剧、音乐剧、相声、脱口秀四大演出品类上。

以话剧领域为例，开心麻花旗下的《动

物视界》《瞎画艺术家》《醉后赢家》《窗前不

止明月光》《谈判专家》《恋爱吧！人类》6部

经典IP剧目将陪伴剧迷一起过大年。其中，

作为开心麻花2020开年大戏奇幻爆笑贺

岁舞台剧的《动物视界》，自开演以来在大

麦平台上获得9.0的评分，且北京地区共有

8.5万人将该剧标记为想看，受到不少观众

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若从地域上看，北京商

报记者从大麦平台获悉，春节演出市场则

呈现出“北方听相声、南方看戏剧”的特点，

因此不同地区的热门演出也存在差异，如

在北京市场，相声表演便受到不少观众的

注意，目前包括北京喜笑会相声专场在内

的相声演出均在热卖中。

除此以外，戏曲演出也将把节庆的热

度拉升至一个新高潮。根据北京京剧院的

安排，春节档期将进行“百剧百人庆百年”

之大戏贺新春展演，在大年初一至大年初

六期间，共献上16场大戏、1场古筝音乐会、

1场名家名段演唱会，共享“京韵年味”。

线上多家院团齐展演

正当线下演出吸引着观众视线之时，

同样也计划在春节期间进行演出展演的线

上渠道，也越来越热闹。

在北京市日前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224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杰群介绍了“福满京

城春贺神州”2021年春节、元宵节文化活

动有关安排，并表示将推出“九大品类”重

点活动，其中便包括“牛美美———演艺过大

年”，依托国家大剧院和市属文艺院团等

演出团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新春线上剧目

展演。

在剧评人蒋颖看来，经过去年线上演

艺的快速发展，以及当下人们所处的生活

环境，演出院团及剧院在春节假期间布局

线上展演已经成为必选，这不仅是为了给

观众提供更多观演作品，也是给自己找到

演出机会并对接观众。

据悉，国家大剧院在确保疫情安全防

控的前提下，将于2021年2月12日-3月12

日推出“国家大剧院艺术云贺岁”系列线上

活动，不仅涵盖“春天在线”系列线上演出

新春特别策划，计划在60余家平台播出，同

时还有“国家大剧院艺术放映厅———新春

祝福线上特别策划”，精选5部中西荟萃的

院藏剧目，通过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

等30余家网络平台进行播出。此外，国家大

剧院古典音乐频道还特别策划推出名团名

家荟萃的音乐会及曲目集锦，包括2016香

波城堡皇家焰火音乐会、2017柏林爱乐新

年前夜音乐会在内的国内外名团演出均将

线上呈现。

演出爱好者苏珊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今年春节假期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因此

尽量不会选择出游活动，以往会和亲朋好

友线下观演的活动也暂时不会安排，但为

了能够看到更多演出作品，会在线上进行

观看，且现阶段看到多家剧院已经陆续发

布线上展演计划，演出作品种类也较为多

元，可以满足自己的假期观演需求。

满足观众多元需求

现阶段，伴随着演出市场整体的发展，

演出市场的观众正逐渐扩容，这也意味着

院团面对的观众类型越来越多，需要创作

出更多演出作品以满足越发多元化的观演

需求。

在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不只

是院团需要创作多元内容以迎合观众的观

演需求，即使是演出市场自身的发展，也需

要更多类型的演出作品来增加活力，并用

创新带动发展的脚步，找到更为宽广的发

展空间。

而为了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多内容产品

和服务，各演出院团及剧院也想出多种方

式进行布局，如国家大剧院会在不同线上

演出播出前特别策划导赏环节，带领观众

了解台前幕后的创作故事或是该类演出的

特色历史。与此同时，在春节假期期间，国家

大剧院在官方网站特别策划的2021年新春

专题页面上，共加入了47场“线上演出”、57

期“艺术微课堂”、86期“经典艺术讲堂线上

课堂”、11期“线上看展”、48期“电子杂志”

等，既有演出也提供寓教于乐的讲堂。

蒋颖认为，近年来演出市场虽然持续

在发展，但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演出无法达

到如电影、综艺等其他文化娱乐内容能够

迅速带动并揽获大量受众的效果，而是需

要逐步培育，这一方面与演出本身的内容

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观众对于演出的

了解程度相对较少，因此相关院团及剧院

推出与演出配套的活动与服务，无论是导

览还是互动环节，抑或是类似小课堂的知

识讲授，都是在拉近观众与演出市场的距

离，让演出市场更有生气与活力。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文
贾丛丛/漫画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新年将至，结合全市疫
情防控工作形势和相关要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

合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及相关单位，在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保障线下活动有序开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线上

活动组织力度，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文化资源，在

春节、元宵节期间，将开展专场演出、民俗讲座、专题

展览、送福慰问、阅读服务等各类重点线上群众文化

活动358项。

首都图书馆将举办“牛年说牛———古陶瓷文物中

的牛”讲座、“五年相伴 领读京城 ：‘阅读北京———

2020年度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纪实展览”等

活动。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将举办首都市民系列文

化活动———北京文化志愿者“送福到家”暨“我家春联

我来写”活动，把关心、温暖送到市民群众身边。各区

将在线推出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专场文艺汇演、

春节元宵节晚会。

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提供数字文化资

源库224个，涵盖电子阅览、有声读物、虚拟展厅、艺术

普及课、文艺鉴赏、绘本连环画、讲座讲坛等内容。首

都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中华连环画数字阅读馆、中文在

线电子书等18个资源库；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推出

系列全民艺术普及资源，涵盖京剧、交响乐、昆曲、曲

剧、插花、摄影等教学课程129集；各区也将推出各具

特色的数字文化资源，丰富在京过年的市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春节假日期间（2月11日-17日），全市将推出重

点线上演出活动32项，同时，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有序开展线下演出，共计58台159场，为在京过年

的市民群众提供精彩纷呈的“演出大餐”。

其中，“戏韵动京城”———第四届京津冀文艺院

团新春线上展演将于大年初一在“北京市剧院运营

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播出，观众在整个正月期间

可免费点播，足不出户看名家名团名剧。舞台有界·

艺术无边———文学艺术奖获奖剧目将于春节期间

在优酷平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线上展播。各院

团也将推出一系列精彩线上演出共庆佳节。如，国

家大剧院将在线上首次推出国家大剧院艺术放映

厅———线上舞台艺术影像展新春特别策划；北京人

艺将在线直播话剧《社区居委会》《我爱桃花》；北方

昆曲剧院从大年初一起，连续7天在北方昆曲剧院

微信直播间免费播出《牡丹亭》《西厢记》《逆行者》

等精彩剧目。

国粹经典贺新春，北京京剧院将在中山公园音

乐堂举办“国韵华音———京剧名家名段·新春大型演

唱会”；中山公园音乐堂“菊坛华章 盛世迎春———京

评梆戏曲名家新春演唱会”，将为观众献上一场国粹

盛典。此外，大年初一至初六，18台21场经典传统戏

曲将分别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长安大戏院、全国地

方戏演出中心上演。音乐会舞台精彩纷呈，中山公园

音乐堂将上演“诗乐情缘———浪漫情人节音乐会”；

爱乐汇轻音乐团将举办新春系列音乐会“三里屯新

春经典音乐作品演奏会”。喜剧笑星集中亮相，中国

杂技团《金牌杂技闹新春》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邀月弄影》等八大金牌节目；北京海淀剧院将举行2

场以“你说我笑”为主题的2021年新春相声晚会；北

京喜剧中心将奉上精彩的春节档脱口秀《黄西有梗

脱口秀》表演等。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2月4日-6日，由中
央芭蕾舞团带来的《天鹅湖》将登上国家大剧院歌剧

院的舞台，连续3天为观众演绎这部经典芭蕾舞剧。

众所周知，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是芭蕾历史上

一部伟大杰作。1876年，柴科夫斯基创作了不朽的

《天鹅湖》舞剧音乐。随后在1895年，由俄罗斯圣彼得

堡马林斯基剧院帝国芭蕾舞团首演的彼季帕和伊凡

诺夫共同编导的《天鹅湖》全剧大获成功，从此，该剧

被公认为是俄罗斯学派的经典代表作，世界各大芭蕾

舞团争相上演和效仿。

自《天鹅湖》登上舞台后，各个国家的院团均开始

排演该剧，而我国则是在1958年第一次排演这部经

典舞剧，并在当年首次将《天鹅湖》搬上中国的舞台。

在《天鹅湖》于国内家喻户晓之时，中央芭蕾舞团也对

《天鹅湖》进行创新，并在1996年和2003年以中央芭

蕾舞团艺术家为改编班底先后两次推出了两个新版

《天鹅湖》。而在2007年，中央芭蕾舞团则排演了世界

芭蕾巨星娜塔莉娅·玛卡洛娃版的《天鹅湖》，受到不

少观众的注意。

公开资料显示，中央芭蕾舞团成立于1959年12

月，演职员均由专业院校培养的一流艺术人才汇集而

成。自成立以来，中央芭蕾舞团在引进排演了《天鹅

湖》《堂·吉诃德》《吉赛尔》《卡门》《奥涅金》《火鸟》《小

美人鱼》《舞姬》《灰姑娘》《珠宝》等大量的世界经典名

作外，自创了《红色娘子军》《祝福》《黄河》《大红灯笼

高高挂》《牡丹亭》《过年》《鹤魂》《敦煌》《九色鹿》等一

大批极具鲜明民族特色的精品佳作。

而此次的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天鹅湖》则选择

了相对圆满的结局。在该芭蕾舞剧的第三幕中，夜晚，

湖边的天鹅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她们被魔咒控制着

将永远保持天鹅的样子。穿过恶魔施法制造的可怕的

暴风雨，齐格弗里德找到奥杰塔请求她的原谅。奥杰

塔原谅了他，但是她知道什么也不能改变了。死亡是

拯救他们的唯一途径，湖水的波浪将相爱的人永远联

结在一起，恶魔的魔力被摧毁了，远处呈现出奥杰塔

和齐格弗里德走向永恒爱情的景象。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2月7日-3月1日，
话剧《我爱桃花》将再次登上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的舞

台，为观众先后带来11场演出，继续与观众共同探讨

亘古不变的两性情感话题。

公开资料显示，《我爱桃花》通过现代某剧团的排

戏将穿越古今的情感话题联系在了一起：唐时，渔阳

燕市少年冯燕与牙将张婴之妻通奸。某夜，张婴醉归。

张妻忙将冯燕藏起。不想张婴醉卧时压住了冯燕放在

椅子上的巾帻。待冯燕欲逃时，示意张妻将那巾帻拿

来。张妻悄然到张婴身旁，彼时巾帻压在张婴身下，张

妻会错了意，以为冯燕是要张婴腰间的刀，而要杀自

己的丈夫。遂悄然将刀抽出，递给了冯燕。冯燕原想戴

着巾帻跑走，不想这女人拿了一把刀给自己，“我要巾

帻你却给了我一把刀，罢，罢，这样的女子心也太毒”。

一刀把女子砍了。这正是现代某剧团3名演员所排的

戏，也是戏的由头，而戏却由于男女主演对于情人关

系的争论而排不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我爱桃花》出自金牌编剧邹静之

之手，也是他的话剧处女作，同时该剧的导演则是北

京人艺院长任鸣。自《我爱桃花》2003年首演以来，获

得不少观众的青睐，同时也被改编为多种版本，其中

北京人艺版的《我爱桃花》已经演出数百场，且北京人

艺还曾带着该剧出访日本、意大利等国家。

邹静之曾对外表示，“我总想剧场的效果有很多

种，笑是一种，掌声是一种，而凝神也是一种。出了剧

场还在想这戏的话，那可能是更大的效果”。此外，任

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人艺版《我爱桃

花》在保持邹静之剧本语言诗化、套层结构的同时，

用舞台转动配合古典音乐，营造出唯美的梦境。这部

作品的风格很独特，它当中既有古代部分，又有现代

部分，是一种时空的穿越。那种西风卷帘似的诗意很

古典浪漫，而作品的内涵又富有现代精神和现代美

学价值”。

我在北京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