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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九重奏》用物理性展现艺术性

演出院团线上渠道扛起大旗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话剧《革命之路》

在舞台直面人生真相

音乐剧《洗衣服》中文版描绘都市生活众生相

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京城演出市场线下活动再次按下暂停键，并继续由

线上演出扛起大旗，作为对接观众的重要出口。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现阶

段，不少剧场、院团早已开辟了线上渠道，但布局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少数凭借

自有平台进行直播、录播，大多则选择在第三方平台开设自有账号，且短视频

平台、直播平台往往是首选。线上平台为演出方带来了巨大流量和广泛关注，

让疫情期间难以为继的剧场表演看到了希望。 然而线上模式强大的引流能力

也伴随着盈利的困难， 如何更好地完善商业模式并持续与忠实观众保持紧密

关系是不得不考虑的领域。

形势所迫 转战线上

因疫情情况反复，北京市文旅局8月5

日宣布暂缓新审批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

已获得批准但尚未举办的演出活动延期举

办等一系列安排，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演出

取消让线下演出市场再次安静。但整个演

出市场并未因线下的暂停而彻底陷入停

滞，并重新将线上作为展演的重要途径，实

现相关演出作品与观众隔屏相见。

以国家大剧院为例，不仅8月7日在线

上开启“华彩秋韵”系列演出，还在微博推

出在线云赏乐，每周六晚播出线上音乐会

等活动。据微博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

商报记者发稿时，话题“国家大剧院云赏乐

系列”阅读量已达到3.1亿次。观众李瑜表

示：“很庆幸还能看到演出，之前一直担心

会停演。不过现在用手机就能在家看了，省

去了不少路上的时间。”

与此同时，国家话剧院则在8月10日对

外宣布，第六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所

有作品也将采取线上方式和观众见面，包

括《微光》《三昧》《金色的胡杨》《鸽子》《地

铁时代》《八廓街北院》《作家在地狱》《狗还

在叫》在内的12部原创话剧作品都可在线

上观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线上展演中，

演出市场的剧院院团依托的平台主要是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以及其他

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而已完成自建平台的

只是少数。且即使有自建平台，剧院院团也

会选择结合着第三方平台同步使用。

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表示，此前演

出市场大多只将线上平台作为信息资讯发

布的窗口，直至近两年特殊时期的出现才

将更多类型的演出放在线上，但自有平台

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与投入，此时第三方

平台便是较好的选择。

平台属性各异 利弊皆存

毋庸置疑，线上平台为剧场演出带来

前所未有的流量，尤其是短视频、直播等第

三方平台，引流能力尤为突出。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小申

认为，短视频平台自身庞大的用户基数是

其引流能力的最大保证，而较低的收看门

槛以及免收门票的特点，也是线上剧场能

吸引大量观众的原因，“按照现在普遍的消

费观念，免费总是最能吸引点击量的”。

国家大剧院曾在今年4月对外公布数

据，线上系列演出历时一年，64期线上演出

的全网点击量接近20亿次。而目前，国家大

剧院的抖音账号粉丝量超过74万，快手账

号粉丝量接近472万。与此同时，中国评剧

院等其他院团也在抖音、快手、微博等其他

平台上拥有数十万规模的粉丝量，并有不

少粉丝留言进行互动。

“线上舞台剧观看人数体现了戏剧市

场的深厚潜力，以前‘阳春白雪’的作品现

在进入了大众视野，并获得广泛喜爱，这说

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渴望看到优秀文化的

产品。”陈小申如是说。

尽管相较于第三方平台，剧场院团的

自建平台不会获得外界的引流能力，但在

业内人士看来，这更能吸引剧院的资深观

众。李瑜表示，“剧院为关注它的观众提供

了专门的观演渠道，其实体现了一定程度

的仪式感。和其他平台相比，我更倾向于在

剧院自建的平台上观演”。

盈利模式待完善

线上演出的长远发展面临着很多挑

战，其中如何扩展营收是最主要的问题。

陈小申认为，完善盈利模式是关乎线

上剧场生存的问题，“大多数观众是冲着免

费才点进去看的，要维持现有流量，马上进

入付费模式是不可取的。但一直免费也不

利于可持续的创作，除非有政策支持。线上

平台的引流能力往往是建立在免费观看的

基础之上的，如何将流量变现，完善盈利模

式，是线上剧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盈利模式的建立必

须是个渐进的过程，培养市场是首要任务，

关键还是要看内容。“通过打造精品吸引受

众，使观众形成新的观演习惯，再逐渐过渡

到付费模式，让付费观演常态化。”陈小申

如是说。

此外，临场感和仪式感的缺失是线上

剧场的天然短板。李瑜表示，“尽管专业摄

影可以让观众注意到更多细节，但从小屏

幕上看舞台总感觉奇怪，缺了点什么”。

陈小申也表示，线上剧场在广泛吸引

受众的同时，也有流失资深舞台剧观众的

风险。“线上模式的体验和线下相比还是有

很多区别之处，毕竟在资深观众的心目中，

舞台和电影还是不一样的，一部拍得再好

的舞台剧也没有办法完全复刻身处现场的

感受。这一点很难让舞台剧观众完全从线

下转到线上。”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苏梓彦/文
贾丛丛/漫画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9月17日至
18日，现代舞《九重奏》将来到北京上

演。该作品是谢欣舞蹈剧场2020年推出

的最新作品，并邀请当红西班牙编舞家

盖伊·纳德和玛丽亚·坎波斯进行编创。

据悉，《九重奏》是舞者身体与身体

之间无数未知的“碰撞”与“激发”，包括

旋拧、失重、悬浮、托举、抛接在内的众多

高难度的技巧，纷纷在《九重奏》中出现，

也正是因为演出危险系数较高，存在着

不确定性，几乎每一位舞者都在排练的

时候受过伤。舞者管鸿杭曾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力

都要高度集中，每一次承接都要精准落

地，这样才会确保大家不受伤”。

在青年舞蹈家、谢欣舞蹈剧场创始

人谢欣看来，《九重奏》不是以情感表达

为主的作品，而是有很多物理原理的元

素在里面，“它的运动逻辑非常物理性，

要把跳舞的‘跳’字去除。而这样的现代

舞风格与舞团以往的作品风格有很大

的不同，在国内也十分罕见。有的时候

自然反而是最难的。它要求演员在台上

非常真实，真诚地做一个个身体的交

流。在运动螺旋的过程中，不断保持对

运动的关照。一部作品的自然动力是非

常难得的，真正的艺术性不是在演出前

告诉大家它的艺术性有多高，而是当你

进来看到这个作品，感受到它的运动性

和物理性有多么奇妙时，它的艺术性就

蕴藏其中”。

公开资料显示，《九重奏》于去年7

月在上海实现全球首演后，获得不少观

众的好评。演员、舞者尹■曾评价该剧：

“惊险、刺激、有趣！”此外，有观众在看完

演出后评价称，“从1到9，再从9到1……

无限循环的轮回。封闭空间中每个个体

之间的碰撞，走圈时相互凝视、粘稠的

空气让大家仍处于连接的状态，这是只

有九个人才完整的舞台。失重后会有怎

样的定格、多人的接触又会带来怎样的

连锁反应，一切都让人好奇又惊讶”。

图片来源：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微信
公众号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根据演出
安排，龙马社音乐剧《洗衣服》中文版

计划于9月1日-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舞台上演，届时8位演员将分饰30余

个角色，为观众描绘都市生活中的众

生相。

公开资料显示，《洗衣服》源自于韩

国经典音乐剧，该剧自2005年在韩国国

立剧场首演以来，长期雄踞韩国小剧场

畅销榜，是韩国原创音乐剧代表作。

2016年，龙马社将该剧引进中国，打造

中文版，并在上海、北京、青岛、广州、深

圳等多个城市上演。

《洗衣服》的故事背景放在了现

代大都市一条深隐的小巷里，各路租

客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无法言及

幸福，甚至被生活摆了一道，和我们

每一个人的人生如此相似：打黑工养

活一家人的小伙松龙高，怀揣遥不可

及作家梦的小镇姑娘娜英，与同居爱

人一会儿打情骂俏一会儿你吵我闹

的熙贞妈妈，说话尖酸刻薄也悄悄关

心大家的房东奶奶，书店里暗自拆台

的同事们……他们小心翼翼地过着

各自不起眼却又充满故事的生活，平

日里他们明争暗斗嬉笑怒骂，在危机

时刻也给予了彼此亲人般的温暖和

走下去的力量。

据悉，《洗衣服》的灵感来源于该

剧编剧兼导演秋民主的一段亲身经

历，反映了社会中普通人的现实生活。

在业内人士看来，《洗衣服》这部剧的

舞台上各种性格的人物抱着衣物逐一

登场，藉由洗衣服过程中对人生的各

种巧妙的隐喻，向观众传递着在苦恼

与困境中，始终如晴空一般，拥抱着我

们的温暖和希望。就像衣服会脏，但是

通过洗涤这一努力，可以洗去心灵的

灰尘，抚平起皱的明天，将悲伤踩在脚

下，重新清爽上阵。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9月9日-12日，
由演员沙溢、胡可主演的明星版话剧《革命

之路》将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带领观众

通过一场绝望的爱情，在一个时代的眼泪之

下，直面平庸人生的真相。

话剧《革命之路》由同名原著小说授权

改编而成。小说《革命之路》出版于1961年，

是美国文学大师理查德·耶茨的处女作，也

是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并曾获“美国国家

图书奖”提名，还在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

为百大英语小说经典之一。

2008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正式

上映，并由导演萨姆·门德斯执导，演员莱昂

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联袂主

演，是二人继1997年《泰坦尼克号》后的再度

合作。该片获得三项美国“奥斯卡”提名及四

项美国“金球奖”提名。同时，凯特·温斯莱特

凭该片一举摘得第66届美国“金球奖”电影

类最佳女主角。

而此次由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自登台

上演后，同样获得一众观众的关注。公开资

料显示，该剧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

对中产阶层夫妇在精神的空虚和沉闷的生

活中努力试图挣脱困境却以悲剧告终的故

事，不仅浓缩了人情冷暖，也描绘出了时代

洪流中的世间百态，剧中的弗兰克、爱博夫

妇爱恨交加，在希望和绝望中挣扎。而在创

作团队中，该剧不仅邀请中央戏剧学院导

演系主任姜涛执导，还集结了著名灯光设

计韩江、舞美设计王琛等一众业内一线主

创打造而成。

姜涛曾在回忆创作历程时表示，“我们

整个主创人员中，不只是两位主要演员是夫

妻，合作写剧本的编剧田晓威和朱珠也是夫

妻，他们在写剧本的过程中也面临需要把自

己的生活体验放到创作之中，作为创作课

题，有的时候也会回忆起之前很多争执，意

见不一致的地方。这也能进一步看到主创人

员在艺术的神圣殿堂里是很纯洁的，演绎争

执的场面非常用心，很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