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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各大剧院、院团负
责人普遍认为，从经济效益讲，在
观众“限流”情况下演一场亏一
场，但作为国有大剧院和剧团除了
经济效益，还承担着为群众提供精
神文化产品的社会责任，虽然压力
比较大，也要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之间寻找平衡点，努力促进演出
市场恢复生机和活力。

虽然 7 月份和 8 月份是演出市
场传统的淡季，但也有不少外地院
团来甬演出。比如宁波文化广场大
剧院 7 月份引进 3 个院团，演出规
模不大，剧目品质不错，成本比较
好控制。记者调查发现，在演出市
场的“重启恢复期”，中小型剧院
演出频率的安排高于大型剧院。因
为中小型剧院规模小、运营成本
低，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复苏的
步伐会比较快。拥有千人座位的宁
波逸夫剧院 6 月份就有 5 场演出，7
月份则达到了 13 场。同样是千人
剧院的天然舞台，6 月份就安排了
8 场演出。

那么，宁波演出市场何时完全
恢复？业内人士认为，这既需要大
环境给力，也需要剧院、剧团自己
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合力。
首先是“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
防疫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核载容

量“50%”的限制就会逐步放宽，
直至取消。但北京出现的疫情新情
况，给演出市场的恢复带来不确定
因素。市文广旅游局局长王程说：

“当前，演出行业的疫情防控和演
出市场的恢复要‘两手硬’，才能
实现‘两战赢’。一方面要严抓疫
情防控，严格做好测温扫码消毒等
各项举措，让观众放心大胆走进剧
院。另一方面，要通过让利惠民演
出、公益导赏活动吸引市民走进剧
院，同时，创新‘演艺+旅游’的
融合模式，推动演艺进景区、进酒
店、进社区。”

不久前，市政府出台的 《夜间
经济实施方案》 明确提及，积极开
展音乐演出和文化展示等活动，进
一步提升夜间演艺项目质量，鼓
励市场主体引进创作精品演出剧
目。为此，各剧院和演出院团把
演出市场纳入全市夜经济的统一
规划，使市民夜生活既有“阳春
白雪”的经典剧目，也有“下里
巴人”接地气的演出；在演出形
式上，既有几十人、上百人的大
型场面，也有小分队机动灵活的

“快餐”。下一步，市文广旅游局在
发放文旅消费券时，将会面向演出
市场重点倾斜，以发挥消费券“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

“达产”尚需时日

今年前 5个月，宁波演出市场
摁下了“暂停键”，新冠肺炎疫情
对于宁波各大剧院、演出院团造成
的压力毋庸置疑，经济损失巨大。
5 个月的“中场休息”虽然有些
长，但或许是个温故知新、厚积薄
发的难得的契机。

潜下心练功，提升演员业务素
质。平时各种演出任务繁重，演员
很少能潜下心来练功，这次有 5个
月的“中场休息”，可以好好巩固
技艺，提升业务素质。一些院团也
正是在这样做。宁波交响乐团所有
演奏员由各声部首席、代首席负责
制订练习计划，每天督促检查；宁
波越剧团和甬剧团邀请了名家进行
身段培训；歌舞剧院和话剧团也都
分别邀请省里的专家开展专业集训
和艺术讲座。台上三分钟，台下十
年功。可以说，疫情也为演员练功
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样，院团还
能利用这个时机，重新审视一下自
己的品牌剧目，有哪些瑕疵，需要
哪些改进，精益求精，向观众呈现
更多精品。

探索全新商业模式，加速线上
转型。线下演出不能举办，各剧

院、剧团纷纷转战“线上”。宁波
交响乐团推出了“网上音乐厅”活
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推出了

“保利云剧场”；宁波市演艺集团将
“演出季”的剧目搬到“云上”；宁
波逸夫剧院先后推出“宅家看好
戏”“逸夫云剧场”等。如果没有
这次疫情影响，这些剧院、剧团
至少不会这么快向线上转型，毕
竟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许这
段 时 间 线 上 演 出 更 多 的 是 公 益
性，但这是剧院、剧团将优秀剧
目移到互联网平台播出的尝试，为
今后进一步与互联网音视频平台合
作，开展付费收看、广告植入等作
了新探索。

契机还不仅仅是这些，比如服
务升级、市场调查等。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出现了新
情况、新动向，常态化疫情防控还
必须紧抓不松。可以想见，演出市
场的复苏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市场现在最翘首渴盼的是院团
的精品，只有精品，才能把观众重
新带回剧场，才能发掘出宁波市场
的强大潜力。

（李国民）

“中场休息”或许是难得的契机

剧院亮灯 演出重启

宁波演出市场
重整旗鼓再出发

6月8日晚上，唯美动人的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在天然舞台
上演。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宁波演出市场在停演 5 个月后的首场演
出；6月13日，宁波交响乐团在宁波大剧院成功奏响贝多芬《第七交
响曲》。6月份以来，宁波的剧院和演出单位进入“重启模式”。因为疫
情防控的需要，演出市场是最后一批复产的行业之一。

去年 12 月 25 日，宁波市演艺
集团举办了一场新闻通气会，公布
春节期间举办惠民“演出季”有
关 情 况 。 当 天 的 新 闻 通 气 会 上 ，
市演艺集团旗下各院团的当家花
旦、小生和台柱、主演悉数登台
亮相，为“演出季”站台吆喝。惠
民演出活动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因
为价格实惠，到 1 月中旬，就售出
2000 多张票。正当演员们摩拳擦
掌准备大显身手时，新冠肺炎疫情
暴 发 ， 为 了 配 合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市演艺集团果断宣布取消“演出
季”的所有演出活动，已出售的票
全额退款。

“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做好线
上退票工作，每天都安排人员在剧
院值守，怕不知情的观众来退票找
不到人。”天然舞台总经理刘宏伟
说。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春节前就
排好了 2020 年的多场演出，包括
经典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等。
疫情发生时，票已卖出去了不少。
他们就演出取消事宜一边与演出单
位对接，一边为观众办理退票手
续。宁波大剧院取消的第一场演出
是原定于 2 月 1 日上演的大型贺岁

儿童剧 《重返侏罗纪》，2 月 7 日发
布 公 告 又 取 消 了 3 月 份 的 8 场 演
出。宁波逸夫剧院在 1 月 24 日宣布
取消春节期间的演出计划。“我们
年初排 2020 年的演出计划时，排
了 70 多场，其中 12 场的演出开了
票，因为疫情，计划全部取消，损
失惨重。”宁波逸夫剧院有关负责
人说。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大剧院
停演半年间，数百场演出被取消或
推迟。各大剧院、演出院团演出场
次、经营收入同比断崖式下降。

线下演出不能举办，各剧院、
剧团纷纷转战线上。宁波交响乐团
推出了“网上音乐厅”活动，回放
该团经典音乐会，同时在网上开办
音乐课堂教授小提琴课程。宁波文
化广场大剧院推出了“保利云剧
场”，不仅可以在线观看，还有剧
情介绍等；宁波市演艺集团将“演
出季”的剧目搬到“云上”；宁波
逸夫剧院先后推出“宅家看好戏”

“逸夫云剧场”等数字内容，发布
了 30 余部经典戏曲，涵盖了黄梅
戏、越剧、甬剧、沪剧、京剧、川
剧、淮剧、昆曲等。

剧院摁下“暂停键”

作为演出单位的宁波交响乐
团，宁波市演艺集团所属的市歌
舞剧院、市小百花越剧团、市甬
剧团、市话剧团及县 （市） 院团
和众多民营剧团也停演了半年多
时间。

宁波交响乐团原来的演出计划
已经安排到 2020 年 6 月，但为了疫
情防控需要，演出计划全部取消，
其中包括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
专场音乐会等重要演出。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演
奏员陆续回到宁波，为了预防集聚
性传染，交响乐团的集中排练工作
一直没有开展。但交响乐团演奏员
对自己的要求没有降低，所有演奏
员以声部为单位各自在家练习，由
各声部首席、代首席负责制订练习
计划，每天督促检查。同时，交响
乐团化整为零，充分发挥小分队机
动灵活的特点，开展了多场抗疫演
出活动。为声援宁波友好城市法国

鲁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交响乐团
管弦乐团 4 人组合专门在“云上”
为鲁昂市民送上经典法国歌曲 《玫
瑰人生》。“五一”小长假期间，乐
团管乐和打击乐两个声部的 20 余
名演奏员在江北区达人村和慈城
古镇接力开展了 6 场室外公益演
出。其间，他们还在宁波大剧院
举办了一场没有现场观众的线上演
出。

宁波市演艺集团开展了全员
“大练功”。越剧团和甬剧团邀请了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
花奖“二度梅”得主林为林进行身
段培训，歌舞剧院和话剧团也分别
邀请了省里的专家开展专业集训和
艺术讲座。两个月的时间里，演艺
集团的 300 多名演职员全身心投入

“大练功”活动，大家加班加点，
排练厅都要错峰使用。“大练功”
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复工复演进行了
总动员。

剧团停工不停功

进入 5 月份，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进一步好转。演艺行业恢复演出
的呼声越来越高。观众纷纷在各大
剧 院 公 众 号 后 台 留 言 ：“ 想 看 话
剧，想看 《暗恋桃花源》。”“太怀
念去年李玉刚老师的 《昭君出塞》

了，意犹未尽。”⋯⋯
国家、省、市有关部门根据群

众呼声和疫情防控形势，一直在研
判演出行业的复工时机。5 月 11
日，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关于
推进文化经营场所开放管理工作的

公益演出惠市民

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营业性演出场
所可以复工，但观众人数不超过最
大核载量的 30%。进入 5 月下旬，
对于文化经营场所防控核载的量化
标准又有了新的指导意见，各地可
以因地制宜进行调整。为此，浙江
省 5 月 21 日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明确，影剧院等密闭式娱乐休闲
场所接待量应控制在最大容量的
50%以内。

宁波各剧院就此进入复工准备
阶段。6 月 5 日，宁波大剧院邀请
江北区疾控中心有关专家开展了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培训专题讲座。6
月 8 日晚上，舞剧 《十里红妆·女
儿梦》 在天然舞台上演时，记者看
到，每个观众都佩戴了口罩，排队
进场时保持着 1 米以上的距离；在
入口处观众要扫甬行码并接受体温
检测后才能入场；在剧院中，间隔
就座，不能随意更换座位。一名上
了年纪的观众不太了解剧院疫情防
控的要求，坐到了有隔离带的座位
上，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劝阻。6 月
13 日晚上，宁波交响乐团在宁波
大剧院举办了疫情后的首场演出。
当天下午，宁波大剧院提前进行了

“实战”演习，确保晚上演出的成
功举办。

虽然演出活动已经启动，但业
内人士普遍预测，6 月份至 8 月份
是演出市场的恢复期，各大剧院和
演出单位在组织演出时，更加突出
公益性和服务性，演出市场呈现

“启动恢复期”明显的特点。
6 月的宁波演出市场清一色是

“宁波版”“本土造”。宁波市演艺
集 团 和 宁 波 交 响 乐 团 “ 尽 锐 出
战”，派出最优秀的演出团队，上
演最拿手的经典剧目。“为配合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发挥
艺术作品成风化人的作用，我们组
织了多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作品。”市文广旅游局副
局长吕勇说，比如展现真善美的舞
剧 《十里红妆·女儿梦》，弘扬家
国情怀的舞剧 《花木兰》，还有宁
波交响乐团的 《因为爱·音为爱》
主旋律音乐会等。此外，多台弘扬
正能量的经典戏曲也将次第上演。

这一时期的演出活动坚持以公
益惠民和艺术普及为主。宁波市演
艺集团的 10 多场演出包括大型舞
剧 《十 里 红 妆 · 女 儿 梦》《花 木
兰》 等，票价最高的 80 元、最低
的 10 元。宁波大剧院将举办多场
公益演出活动，6 月 27 日的 《导
赏音乐会——弦乐上的夏天》，邀
请青年古筝演奏家郑倩芸前来表
演并授课，医务工作者凭借有效
证件可以免费领取本场演出票两
张。7 月，宁波逸夫剧院将邀请浙
江京剧团和浙江话剧团前来演出，
6 场 演 出 针 对 在 校 学 生 ， 全 部 免
费。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和宁波交
响乐团联合举办的 《因为爱·音为
爱》 也将邀请部分一线抗疫医护人
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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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8日晚在宁波天然舞台率先复演，重
启了推迟近半年的宁波市演艺集团精品剧目演出季的序幕。

到剧场观看演出的观众，需随身携带身份证
件，主动出示健康码并配合体温检测。

入剧院的观众隔一个座位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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