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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清末民初诗人易顺鼎的《天桥

曲》一语道出老北京天桥曾经的盛景，民间艺人“撂地画锅”，杂耍表演悉

数上阵。

如今，形形色色的演出依然在天桥上演着，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则

成为串联演出与观众的主舞台， 这座开幕已有七年的建筑不能算新，但

在其持续进化的新运营理念、新运营模式的作用下，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俨然已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进程中的一座崭新的文化地标。

天桥自有名字以来，就是个热闹的地方。
明清时，因是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必经之路，便取名

为“天桥”。又因周边景色优美，还有不少寺庙，游人与香
客纷纷来此，聚拢了一批摊贩，热闹不已。

此后经多次改建，并于1934年全部拆除，天桥虽没
有了桥，成为一个繁荣的平民市场，但也逐渐形成独特
的天桥平民文化。正如学者齐如山在《天桥一览序》中所
述：“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
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也是自此时起，天桥与
演艺有了更密不可分的连接。

一批江湖艺人在天桥“撂地画锅”，在地上画个白圈
儿，就成了一个演出场子，有了场子，江湖艺人就有了碗
饭吃。拉洋片、大变活人、吞剑等众多杂耍表演悉数上
演，涵盖了说、拉、弹、唱、武术、杂技、绘画、书法等的“天
桥八大怪”更是引人入胜。有数据显示，清末以来在天桥
献艺的戏剧、曲艺、杂技等民间艺人多达数千人。

尽管此后江湖艺人大多不再在天桥聚集，但天桥与
演艺的纽带未曾断过， 并随着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出
现，逐渐加深。京剧、戏曲等非遗演出继续上演，音乐剧、
话剧等新时代作品争相登台， 实现古老与现代的交汇、
传统与时尚的融合。

开幕七年以来，1157部演出作品、269万人次观众，
既见证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发展，也能窥视北京市演
出市场的蜕变。优质演出作品多了，演出场次多了，观众
也多了。紧随其后的是，演出院团的信心更强了，市场结
构更完善了，市场活力更足了。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也成为天桥乃至北京演出市场
的一座新桥，连接着观众、院团与市场，也连接着国内与
国外的演艺资源，不仅丰富着北京演出市场，同时也推
进着北京迈向“演艺之都”这一目标，并助力全国文化中
心的建设，让首都文化的风采飘扬起来。

作为首都中轴线上唯一的文化艺术中心，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地处
南中轴路西侧，永定门北，东临天坛，北靠前门，以“琉光戏影”为主题
的建筑主体静立于市，兼具历史底蕴与现代文化气息，成为北京市演
出爱好者的聚集地。

此时此刻，多台大戏也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着。不仅百老
汇爆笑悬疑音乐剧《两个人的谋杀》、陕西人艺话剧《白鹿原》、小不点
大视界金牌人偶剧《鹅！鹅！鹅！》等经典作品接连在1月登台上演，百老
汇摇滚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俄罗斯音乐剧《安娜·卡列尼娜》中
文版、音乐剧《隐秘的角落》等也早已预定好2-3月走进剧场，与观众相
约见面。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在开幕之初‘音乐剧专业剧场’的定位直接切
入北京演出市场的核心需求点，开了一个好头，此后更多类型剧目的
上演以及多元化经营，令其集聚更多观众。”剧评人蒋颖如是说。

将时间倒回至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幕前，当时音乐剧虽已在国内
有30多年的历史，但整个市场却一直处于起步阶段，即使是在汇聚众
多文化资源、年演出场次可超2万的北京，每年音乐剧的演出场次也不
足千场，优质作品的缺乏、专业剧场的缺失，均成为限制北京音乐剧市
场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2015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正式开幕时，1600个座位的大剧场不
仅在当时是北京乃至全国一流的专业音乐剧剧场， 也是国内第一家使
用电子可调混响VIVACE系统的剧院， 舞台机械有来自德国的舞台技
术，所有框架都是铝合金挤压型材制成，可以在范围内随意调节舞台高
度，这些硬件是承接国际一流音乐剧演出不可或缺的条件，更是观众有
上佳音乐剧观看体验的必要条件，恰好填补了北京音乐剧市场的空白。

紧跟着， 此前一直因剧场达不到演出标准而两度与北京观众失之交
臂的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也随着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开幕终于登上
北京的舞台，当年更是获得超7000万元票房，直接带动2015年北京音乐
剧票房收入破亿元，同比增长226.7%，观众人次也较上年增长超六成。

在此后的七年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不断引进和汇集国内外经典
剧目，制作八大艺术系列，即音乐剧梦工场、时光印记、都市节拍、天桥
艺聚、精彩中国、夏日狂欢、音乐无界和前沿经典，通过旗下1600座的
大剧场、1000座的中型剧场、400座的小型剧场和300座的多功能剧
场，源源不断地为观众带来国内外优质音乐剧、话剧、舞蹈、家庭秀、儿
童剧、演唱会、各类现场音乐会等演出作品。

据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透露的数据，开幕至今的七年时间里，北京
天桥艺术中心已累计演出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剧目1157部、
4503场，接待观众达269万人次，积累会员超过3000人。

如今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已将自身的触角延伸至更多领域，通过艺
术普及带领观众深入了解演出市场，同时也是国内外艺术发展的交流
平台。

在蒋颖看来，与电影等影视文化产品不同，演出此前一度被定义
为有门槛的文化产品，但实则不然，演出市场依然有众多接地气且符
合不同观众需求的作品，只不过不为大众所知，因此需要从业方共同
努力打破人们对于门槛的认知。

在这方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拥有较强的资源及影响力，能够成
为普及艺术及演出市场的重要力量，不仅为自身吸引更多观众并增强黏
性，也为整个市场源源不断供给推动力。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据北京
市文旅局发布的数据， 北京75个剧场举办线下营业性演出共计91台303
场，吸引观众5.7万人次，票房收入849.3万元，线下演出场次基本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水平。欣欣向荣的复苏态势显现出演出市场的巨大潜力。

“剧场也是一个文化消费场所，以消费的属性，便利性不可或缺。”
演出商陈琛表示，观察海外的演出地标，纽约百老汇、日本四季剧场、
英国国家剧院等均在附近设有地铁站，方便人们出行，同时这也便于
演出院团汇集观众，开展驻场演出。

而在文化消费层面， 文创衍生也成为演出市场的一股新生力量，
剧院、剧场纷纷在此布局，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也不例外。早在2019年11
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4周年庆时，天桥艺术文创商店便线上线下同步
开始营业，当时实现自主研发设计的商品约占全品类的35%。

曾购买了《摇滚莫扎特》衍生品的消费者徐芹芝向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当遇到自己格外喜欢的演出作品，就希望在观看后也能通过另
一种形式将它带回家，文创衍生产品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同时价格
也在自己的接受范围之内。

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认为，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文创衍生品
是深层次挖掘内容价值，从市场现状观察来看，当下消费者对于文创
衍生品的认可度正在提升，演出行业此时布局该领域存在着较大的机
会。同时，通过布局文创衍生品也能丰富演出市场的产品形态与服务，
并契合剧院、院团多元化经营的方向，强化与观众的纽带作用。

着力打造“演艺之都”，推进“大戏看北京”，精心组织创作一批文
艺精品，办好惠民文化消费季———这是北京繁荣发展首都文化的着力
点之一。

近年来，北京市也一直在推进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并在《北京市
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以下简称《规
划》）中提及，到2035年，“北京要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之都”“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与多元包容魅力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在实施过程中， 演出作为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 也是重要一环。
《规划》也明确实施戏曲、曲艺、民间文艺振兴工程，音乐、舞蹈、杂技创
新工程，打破各文艺门类发展瓶颈，固强补弱，全面提升，推动各艺术
门类均衡充分发展，形成各市属文艺院团有经典作品、有新创剧目、有
看家曲目的发展格局。

当下，北京市推出的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正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上演着，邀请40部精品剧目在京集中展演，且展演期间还
推出一定数量的公益场演出，部分展演剧目将设置低价票，尽最大可
能让在京市民群众走进剧场，欣赏到高质量的舞台艺术。与此同时，北
京市还聚焦会馆特色，推出“会馆有戏”系列演出，并开发“会馆有戏”
微旅行线路，持续打造市民身边的文化圈、艺术圈，不断满足市民群众
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北京正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路途上不断前行， 在人们眼中，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也已经成为一串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也是北京的演
艺地标。而据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安排，2023年，音乐剧《安娜·卡列尼
娜》、音乐剧《隐秘的角落》等更多优质剧目将陆续登上舞台。

此外，更多特色活动也将按部就班举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
经理杨树聪在南中轴·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中谈到， 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作为天桥演艺区的核心，希望通过更多的艺术形态，使公众可以通
过多感官、多渠道感受与理解中轴线文化的深刻内涵。发掘城市空间
鲜明的文化特质与精神标识，真正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让一座城市
既存“物”，也留“脉”。

黎新宇认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通过挖掘历史底蕴与汇集
文化资源，近年来也为演出市场带来更多发展动力与契机。而无论是
老北京时的天桥还是当下新时代的天桥，均与演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这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优势。随着演出市场复苏的脚步愈发稳
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在多元化经营的路途中也将走得更为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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