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创 B13
2018年6月1日

NEW ECONOMY新经济NEW ECONOMY新经济B12
2018年6月1日

文创

责任编辑 诸晓红 美编/制图 严勇杰 照排 车时超 校对 张波

宁波文艺演出市场的
“猫年”到了吗？

见习记者 严瑾

在聚橙的加盟之前，宁波本地的剧院
已在演艺行业扎根了更多的年数。在本土
剧院从业者眼里，宁波演艺市场在这些年
来又是怎样变化的呢？

成立于2004年的宁波大剧院对此最
有发言权。“在2004年起我们就陆续引
进过《音乐之声》《42街》《阿依达》等
美国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坦承地说那时
的推广营销和现在相比有些艰难。一是
当时观众基数没有现在的多，二是当时
互联网信息传播影响力没现在那么发
达，很多本地观众没有意识到有这种艺
术形式，即使意识到了也生怕会看不
懂。”宁波大剧院总经理郑峰说。

郑峰感叹，如今的宁波演出市场，和
十多年前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现在优秀的剧目已经形成品牌，观
众觉得有品质、能打动人，来看一趟就

‘值了’。再加上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
畅通，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参与进来。”

近年来宁波演出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宁
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的“助攻”。从2013年
入住宁波以来，这家由宁波文化广场和北
京保利剧院联合组建的剧院，依托保利剧
院总部的国家级演艺资源，培育了欣赏优
秀作品的土壤。

“2014年的时候我们曾通过北京保利
剧院，向宁波引进了俄罗斯国宝级舞蹈艺
术团‘小白桦’。然而，这部作品质量很
高，反响也很好，但当时在宁波的接受程
度并不如预期。”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时，宁波对“高雅艺术”叫好不叫
座，但明星出演的话剧却非常受欢迎。

“像是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作为话剧
它本身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再加上有何
炅、黄磊等明星出演，在 2015 年的宁
波，真的是一票难求。”负责人说。

逐渐地，文化广场大剧院的从业者们
意识到，在坚持引进高质量、高水准剧作
的同时，还要“接地气”，让宁波市民更
加接受。近两年来，在文化广场大剧院上
演的剧目来源更加多元化，不单出自保利
总部的巡演，还有不少由剧院自主引进。
今年上映的舞剧《朱鹮》，便是剧院和上
海歌舞团合作的结果。

让文艺演出在宁波更加“接地气”，
不仅是文化广场大剧院的“战略方针”，
也是宁波大剧院的布局。大剧院该具体怎
么操作？郑峰认为，除了根据市场引进多
元化演出剧目外，还得要演出票价“接地
气”，剧目品质“接地气”，这样才能在这
个信息渠道多元化的时代向市民进行“自
信”的宣传推广。

郑峰介绍道，宁波大剧院会在不同季
节推出不同系列活动，这些年来已多次走
进了市内高校和企业，将文艺演出渗透到
社会的方方面面。上个月，“2018宁波都
市话剧节”在大剧院开幕，“名家名团名
导”的品质话剧在宁波大剧院轮番上演。
也许未来“宁波话剧节”也会成为“乌镇
戏剧节”一样的文化招牌。无独有偶，宁
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也时常借助本地媒体的
宣传，让市民了解到演出的进展。

多年的剧院，多元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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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猫》漂洋过海引入中国的，便是国内知名的演出公司：深圳市聚橙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橙网）。聚橙网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以
演出经纪为主营业务，兼顾全产业链的演出公司和O2O电子商务平台。聚
橙网在演艺领域已经积累了成熟的运作模式：它不仅自有票务销售平台，还
具备海外投资、演出制作、剧院运营的能力，在全国范围近70个城市具有
演出主办能力。

在自身实力和外在市场的双重考虑下，聚橙网选择《猫》——这个在全
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演艺IP引入中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那么下一个问题
来了：《猫》在全国11个城市巡回演出，除宁波外的十个城市包括深圳、西
安、南京、上海、杭州、重庆、石家庄、广州和北京。为什么会选中宁波作
为其中一站？

聚橙网宁波负责人尹海波的回答是：“宁波是个GDP在全国排行十几位
的副省级城市。物质水平发达后会有文化消费的需求，所以我们认为宁波的
演艺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这次引进《猫》也是对带动宁波文化消费市
场的一次尝试。”

一场《猫》的呈现很有讲究：要将伦敦西区的音乐剧搬上中国的舞台，
每一处道具陈设、灯光布置，非专业制作不得完成。几位演员“猫”们在观
众席中的出现和互动，都经历了无数次排练。尹海波感叹：“我们在筹备时
花了很大的功夫，生怕因某个细节的不到位，影响整个演出的效果。好在最
终的效果令观众非常满意。”

尹海波介绍道，早在《猫》之前，聚橙网就已在宁波“生根落地”了。
2016年聚橙网在宁波设立了分站，随后还在鄞州、海曙、江北分别合作运
营多家剧院，现在聚橙一年向宁波引进的剧目规模多达100场，登场的地点
也涵盖了宁波音乐厅、宁波大剧院和逸夫剧院、江北文化中心等地。

在宁波演艺界耕耘的两年里，市场的反馈怎么样？尹海波认为，虽然宁
波市民表现出了参与热情，但和其他一二线城市相比还是差了一点。

“就《猫》巡演的情况来看，全国其他几个巡演的城市票房表现均比宁
波好。”尹海波认为，原因之一便在于本地观众的消费观念，“宁波更倾向重
商的氛围。同处于华东地区，和文化演出氛围浓厚的苏州相比，宁波在文化
方面的消费才刚起步。”

“我们都知道，一场演出不同价位的票，将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观剧视角
和观感体验。在上海、杭州，高价票往往很快被抢空；但是在宁波，有些观
众会觉得：同样有时间，为什么我不去选择谈商务，而是来看音乐剧呢？同
样是看音乐剧，为什么我不买最便宜票的呢？”尹海波举了这样的例子。

虽然如此，尹海波表示，聚橙网依然看好未来宁波的演艺消费市场。
“起步中的市场有很大的培育空间，明年我们还将在宁波引进新的大型剧
目。有了优质的作品和成熟的商业运作，相信未来宁波演艺市场会更好地发
展起来。”

这部百老汇的经典剧目是怎样引进宁波的？

“Memory，
（回忆）
All alone from the moonlight，
（月光下形单影只）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我能对往昔微笑）
Life was beautiful then.”
（那时我多美）

——《猫》的部分歌词

5 月 25日，音乐剧《猫》
跨越卅年光阴和万里长空，在宁
波大剧院开启了六天七场的巡演
之旅。这场在新伦敦剧院和纽约
百老汇史上巡演最久的作品，也
将风靡全球的主题曲《回忆》，
响彻了高朋满座的厅堂。

世界级的演出荡气回肠，本
土化的思考油然而生。《猫》是
近年来宁波文艺演出市场上规模
最大、影响最广的项目之一。它
的引进，是否能折射出宁波观众
对高雅艺术日益增长的需求？而
它的反响，是否能折射出宁波在
全国相关市场上的位置，以及未
来的方向……

要说观众的满意度，不得不问另一个问题：在宁波看文艺演出
的观众，能勾勒出怎样的肖像？

“据我们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来宁波观演的人群以80、
90后为主力，其中女性占到了六到七成。”郑峰说。这项判断也得
到了尹海波的佐证，他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二：“这可能是因为女性
比男性有更多的业余时间，也可能是因为文化艺术的受众本身以女
性居多。”

80后小虹（化名）便是一位宁波本地的观演爱好者，她不仅加
入了一个本地的话剧爱好者微信群，还会关注各种大型音乐剧和演
唱会。

“我感觉前几年宁波很少有知名的剧目，只能去附近的杭州、
上海。但这几年慢慢多了起来，种类也很多。像是高雅的音乐剧演
出，通俗易懂的话剧，适合亲子的儿童剧。”小虹说，“虽然如此，
很多好的剧目和演出宁波还是看不到。比如说我很期待最近的‘浸
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但是想看这种戏剧只能去上海。”

在宁波看不到喜欢的剧目，想必是宁波演出爱好者们最大的
“痛点”。从演出数量来看，宁波和其他城市的差距也可见一斑。记
者查找了2018年下半年大麦网上的演出数量，发现宁波的演出数
量不仅不及杭州、武汉、成都、苏州等地的一半，在全国中也仅排
第二十名，难怪“小虹们”不得不跨城观演了。

对于剧场和经营方而言，引进大型剧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
往需要提前一年的准备，还需要权衡票房与成本、迎合与引导的平
衡。换言之，如果本地有越来越多观众以票房“用脚投票”，就能
激励主办方引进更多作品，促进文化消费的繁荣。

“这两年在选择剧目的时候，我们既会考虑到本地市场现有的
接受度，还会考虑到市场导向的作用。当我们引入一些文化剧后，
能引发观众对这类优秀作品的认同，从而提升文化消费、带动城市
的文化平品位——这正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宁波文化广场大剧
院的负责人说。

将更多剧目“引进来”是一方面，在宁波本土培育自己的剧团
和剧目则是另一方面。尹海波认为，宁波已有成功“走出去”的剧
目，如宁波演艺集团出品的《十里红妆·女儿梦》，但总体而言，
本土剧团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于其他城市来看，仍然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大家一提上海歌舞团，就知道他们是出品优秀歌舞剧的代名
词。但若是在全国范围内提及宁波的剧团，恐怕没有太多人知道。
这一块不仅需要我们民营企业，还需要政府对相关产业的扶持。”
尹海波说。

郑峰也认为，文化氛围和文化市场的培育，不光需要剧院和剧
团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戏剧之所以在欧洲几百年经
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戏剧培养了一代代的观众，而一
代代观众对思考和娱乐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又促使了戏剧的发展。”
培育市场的过程任重而道远，相信在剧方、政府、企业、高校、观
众的共同努力下，宁波的“猫年”将开启新的征程。

宁波的文艺演出令观众满意了吗？

大麦网2018年6-12月演出数量（场）

编者注：浸入
式戏剧指观众也可
采取更自主的观看
方式，甚至参与其
中。根据观剧角度
不同，剧情也会呈
现出相应的不同。
它的概念最早起源
自英国，近来在国
际上十分流行。《不
眠之夜》 上海夜是
该剧在亚洲的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