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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2023 年前三季

度全国营业性演出 34.2 万场、票房收入 315.4
亿元、观演人次 1.11 亿，相比 2019 年同期分别

增长 121%、84.2%、188.5%，演出市场实现较

快增长。其中，特别提到要顺应趋势，培育消

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建设“小而美”的演艺

新空间。

近年来，演艺新空间成为舞台艺术创作

新趋势和文旅融合新形态。据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统计，2023 年上半年全国小剧场和演艺

新 空 间 的 演 出 场 次 超 过 10 万 场 ，观 众 超 过

800 万人次。仅上海市授牌的演艺新空间数

量就达到 100 家，年演出场次占全年营业性演

出总场次的 30%以上。截至 2023 年底，北京、

上海、重庆、海口、大连等地出台了关于演艺

新空间的相关扶持政策，推动演艺新空间健

康快速发展。

推动传统焕新和艺术创新

上世纪 80 年代，小剧场的蓬勃发展引发

业界对艺术创新的思考。今天，演艺新空间

的出现不仅带来艺术创作演出的空间变化，

也意味着艺术跨界扩容和观演关系的深刻

改变。

不久前，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

栈》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吸引很多年轻观众走

入剧场，感受戏曲魅力。《新龙门客栈》与传统

戏曲不同，尤其是舞台设置——之所以叫“环

境式越剧”，是因为它打造了与同名电影中相

似的客栈环境，舞台为客栈内部结构，观众席

为客栈用餐区域。演出区域设有升降台，可

以根据剧情发展改变舞台场景，让观众产生

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新的舞台形式打破了

原有的限制，观众能够更好地接收舞台上演

员传递的信息，从而与舞台叙事达到极佳的

共情效果。对年轻人来说，逼真的场景呈现

和熟悉的经典剧情降低了戏曲欣赏的门槛，

新颖别致的形式、富有魅力的角色，润物无声

地让年轻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北京 77 文创园内，全景沉浸互动剧《大

真探赵赶鹅》驻演数月，场场爆满。剧场中有

150 多个座席，被分为了羊汤馆、西餐厅、歌舞

厅等多个空间，观众也被分派了不同身份，用

不同道具与演员互动，开启紧张有趣的探案

之旅。结束北京的驻演后，剧组继续在南京、

天津等地巡演，同样一票难求，网上还流传着

戏迷手绘的选座攻略。舞台形制、观演关系

的变化，让观众获得不同于以往、更加丰富细

腻的观剧体验，这对当下的年轻人尤其具有

吸引力。在演出内容上，这些演艺新空间的

新 式 剧 目 ，主 要 来 自 青 年 艺 术 家 的 创 造 创

新。分布在城市商圈、园区、楼宇、街巷、剧场

中的演艺新空间，见证了创意的迸发，也为青

年艺术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平台，成为艺术创

意和青年人才的孵化器。

带动文化消费和艺术
全产业链开发

今天，人们来到剧场不仅可以观剧，还可

以点上一杯剧目联名特调饮品，体验戏剧主

题餐食，在精心布置的戏剧场景中拍照、打

卡。这里的演艺新空间，不仅是戏剧空间，也

是社交和消费场所。在北京，当你来到与千

年古刹天宁寺一墙之隔的东方艺空间，既能

在剧场里欣赏到国家级院团带来的高品质舞

台作品，也能在剧场外的草坪和楼台体验户

外演艺、文创市集和艺术展览。在上海，沉浸

式戏剧《不眠之夜》的常驻剧场周边空间引进

了主题餐厅、酒吧和民宿，形成了演出娱乐休

闲相结合的特色演艺街区。

北 京 天 桥 艺 术 中 心 联 手 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院共同推出的新空间戏剧《猫神在故宫》，

单 独 开 辟 一 个 新 空 间 作 为 剧 场 ，分 为 预 演

区、主演区、出口商店 3 部分，打造融展、演、

商于一体的创新空间模式。从走入预演区

那一刻，观众就进入了“后花园”，表演就已

开始，随后步入主演区，走进宫殿场景，剧情

随之展开。除此之外，在天桥艺术中心每层

都设有艺术装置、手工坊、下午茶、文创等 IP

相关产品和体验项目，丰富了戏剧产业链，

打通了文化消费新场景。这种演艺新空间

项目注重通过复合型场景营造来增强观众

的获得感，与演出相关的互动、文创及社群

活动也是剧目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强化观众

对作品的体验和认知。

当下，演艺新空间进驻商场也成为新兴

的文化消费品类。从瑞虹天地月亮湾到北外

滩来福士，从中山公园龙之梦到合生汇，仅仅

两年时间，开心麻花就在上海多个商业综合

体内拥有了自己的演艺空间和驻演空间，打

通演艺和消费的边界。在陕西西安，总面积

2.4 万平方米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涵

盖当地小吃、主题文创、特色演艺、沉浸游戏、

场景体验等多种业态，让游客尽享唐风唐韵。

演 艺 新 空 间 中 的 表 演 艺 术 联 动 多 种 业

态，打造“演艺+”体验新场景，成为激活文化

消费的新动能。在演艺新空间不断涌现的过

程中，舞台艺术与生活消费双向融合，拓展了

演艺产业链，构建了消费新场景，培育了文旅

新业态。

助力文旅融合和城市更新

演艺新空间的空间形态丰富多元，可以

是传统小剧场的创新运营，可以是剧院公共

空间的开放拓展，可以是文博古建戏楼会馆

焕发新活力的演出，也可以是胡同街巷深处

“小而美”的戏剧发生地……当前，演艺新空

间没有统一定义，但业界有一些基本共识，那

就是演艺新空间要基于城市发展需求和区域

定位，结合区域文化根脉、消费特点和空间资

源进行建设。深耕城市沃土，创新内容与运

营，是演艺新空间的魅力与价值所在。

打造演艺新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方

式。在北京前门西河沿街 220 号，推开两扇朱

漆大门，一座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纯木结构

二层戏楼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拥有百年

历史的正乙祠戏楼。正乙祠历经岁月沧桑，

见证了戏曲的兴起与发展，后虽进行了修复，

却一度入不敷出，难以为继。2019 年，北方昆

曲剧院接收正乙祠后，按照历史原貌进行了

全面修复，大幕重启的百年戏楼正乙祠锣鼓

声再次响起。正乙祠的“重新开张”，正是得

益于“会馆有戏”项目。几年前，北京市推进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关于

推动文艺院团演出进会馆旧址的工作方案》，

提出打造会馆演艺新空间，湖广会馆、安徽会

馆、颜料会馆、临汾会馆等陆续上演精彩演

出，百年前会馆里“乡人欢聚看乡戏”的热闹

场景得以重现。结合昆曲元素和场地条件，

正乙祠积极开办名家讲座、拍摄纪录片、举办

非遗展览，更策划推出“昆曲下午茶”，打造全

新的文化消费场景。未来会馆演艺新空间将

带动周边名人故居、文化场所及文化街区的

整体活化发展。

位 于 上 海 黄 浦 区 汉 口 路 的 亚 洲 大 厦 在

人 民 大 舞 台 原 址 上 兴 建 ，本 身 自 带 戏 剧 基

因 ，但 多 年 来 一 直 作 为 写 字 楼 使 用 。 2020
年，一部环境式驻演音乐剧《阿波罗尼亚》的

走红，让坐火车、打“飞的”、拖着行李箱来看

戏的观众络绎不绝。之后，优质民营剧团不

断涌入，音乐剧、话剧、舞剧等不同类型驻演

陆续在亚洲大厦“安家”，21 层建筑中有多达

19 个小剧场。亚洲大厦从一座商业办公楼

转型为垂直生长的戏剧街区，甚至成为上海

密度很高、人气很旺的文旅新地标。无论是

古建新生，还是商圈活化，将表演内容与建

筑形态、历史文化结合，依据空间设计创新

演艺内容，激活空间资源，是艺术赋能城市

更新的重要方式。

当下的文旅融合是主客共享的。文旅目

的 地 既 要 服 务 外 来 游 客 ，也 要 服 务 本 地 居

民。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商圈的演艺新空

间的崛起，适应了“15 分钟生活圈”建设的需

求，也在推动不同社区、街区之间的合作。从

商业产业到公共文化，表演艺术依托新空间，

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

演艺新空间的建设，是艺术与社会关系

的重新定位，需要有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创新

理念与意识，也需要有打造精品的决心和毅

力。以演艺新空间的建设为契机，推进演艺

产业与时俱进，进一步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

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值得期待。

图①：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

区一景。

刘新红摄（影像中国）

图②：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王 萌摄（影像中国）

制图：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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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海量的文艺供给面前，慢
工出细活的打磨似乎“过时”了。事实
上，时代的确在为今天的文艺创作提供
前所未有的便捷条件，但通往精品力作
道路的艰辛并未改变。

今天，演艺新空间的出
现不仅带来艺术创作演出的
空间变化，也意味着艺术跨
界扩容和观演关系的深刻
改变

演艺新空间中的表演艺
术联动多种业态，打造“演
艺+”体验新场景，成为激活
文化消费的新动能

演艺新空间的建设，是
艺术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
位，需要有与时代同频共振
的创新理念与意识，也需要
有打造精品的决心和毅力

核心阅读

图为实景文化类访谈节目《似

是故人来》第三季海报。

伴随作家毕飞宇的长篇

小说新作问世，一则有关“纸

巾合同”的轶事在文学界传

播开来。

那 还 是 早 在 2015 年 的

一次聚会上，《收获》主编程

永新当面向毕飞宇约稿。毕

飞宇继 2008 年《推拿》之后，

多年未有长篇发表，但朋友

都清楚，他在“憋”一个新作

品。饭桌上，毕飞宇允诺会

把新长篇给《收获》。程永新

当即抽出一张餐巾纸，让毕

飞宇在上面签下了约定。

一 直 到 8 年 之 后 ，毕 飞

宇新长篇如约首发于《收获》

杂志 2023 年第 3 期，程永新

才在朋友圈晒出了这张保存

完好的“纸巾合同”。

8 年 之 约 的 背 后 ，是 作

家的“较劲”，也是编辑对于

这种“较劲”的信任与耐心。

毕飞宇在创作过程中遭遇瓶

颈，几次想放弃，甚至把十几

万字的小说直接从电脑里删

掉，推翻重来。前前后后写

了 100 多 万 字 ，最 后 发 表 时

20 余万字。在这个过程中，

编 辑 程 永 新 一 次 也 没 有 催

过。“不用催，他一定会和自

己较劲的，不满意的作业他

是不会交出来的。”这种信任

本身也是对艺术创作规律的

尊重。

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

性劳动。文学作品作为写作

者生活经验、思想认知和审

美观念厚积薄发的产物，需

要反复酝酿、反复打磨，很难

依靠灵感一蹴而就。汪曾祺

的名作《受戒》《异秉》《职业》

都有不断修改的痕迹。短短

2000 多字的《职业》，初稿上

世纪 40 年代完成于昆明，后

来的 40 年时间里，作家又先

后 4 次重写。汪曾祺说：“为

什么要重写？因为我还没有

挖 掘 到 这 个 生 活 片 段 的 更

深、更广的意义。”改定后的

小说开头，从文林街各种叫

卖声写起，不同的叫卖声背

后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

生，言简意赅地写出了叫卖声里层层叠叠的中国社会，极见

功力。由这个细节就可看出，在修改和重新创作的过程中，

作家融入了更多历史、阅历和人生况味。

特别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来说，一部新作

既是跟自己的对话，要能区别或者超越之前的创作，也是跟

同时代创作者的对话，要能让自己的作品具有独特辨识

度。打磨之难，可想而知。

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每年都有数千部原创长篇小

说出版。据《2022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统计，2022 年，网

络平台新增网络文学作品 300 多万部。如此庞大的数量体

现了文学创作生产的活跃程度，也对创作者和编辑的定力

与耐心形成巨大考验。

有人说，在海量的文艺供给面前，慢工出细活的打磨

似乎“过时”了。也有人说，像柳青那样为写《创业史》在皇

甫村生活 14 年，像路遥那样为创作《平凡的世界》阅读近百

部长篇小说、前后近 10 年的报纸以及其他相关书籍，已经

“不合时宜”了。事实上，时代的确在为今天的文艺创作提

供前所未有的便捷条件，但通往精品力作道路的艰辛并未

改变。

作家徐怀中在 90 岁高龄时凭借《牵风记》获得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他就写过《牵风记》的雏

形，将近 20 万字，因为不满意而将其付之一炬。对此徐怀

中并不后悔，“如果当时匆匆忙忙把书出了，也就不会重改

一次，我也只会为这部长篇小说成色平平而羞愧，痛感自己

留下的遗憾无法补救。”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

说《宝水》，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一年里的变化。为了写好

这一年，作家乔叶用了七八年时间准备素材，广泛“跑村”、

深入“泡村”，捕捉新时代乡村的崭新风貌。纷繁复杂的社

会现实考验着作家的创作能力，也锤炼着作家的创作态度。

时间不一定保证出精品，但漫长时间中凝聚的是创作

者的精神跋涉，从中可以看到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在

无声的时间之中，不仅仅是对作品的修改和完善，也是探

索和沉淀的过程，最终找到精准的方式去表达对生活和现

实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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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社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传统

文化类节目受到欢迎。实景文化类访谈节

目《似 是 故 人 来》第 三 季 在 延 续“ 实 景 走

访+深度对话”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

社会热点，回应大众关切，从“人工智能是

否会取代人工翻译”等热点问题切入，通过

主持人与专家学者交流互动，生动剖析中

华文化内涵。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分享

中华文物蕴藏的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的精

神特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

带观众走进民间艺术的多彩世界；中国政

府友谊奖获得者潘维廉倾情讲述自己的中

国情缘。从真实可感的事物入手与嘉宾

“拉家常”，营造出代入感和亲切感，让并不

熟悉该领域的观众也能顺畅地走进历史，

理解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节目嘉宾从事

文化工作数十载，他们的梳理与讲述饱含

深情，唤醒观众内在的文化情怀，激发人们

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自信。

（赵雅娇）

走进现场 读解文化

长城，绵延万里，跨越千年，是中华民

族 的 代 表 性 符 号 和 中 华 文 明 的 重 要 象

征。纪录片《长城，我来了！》立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邀请 90 后探险家开启一段长

城之旅，以探险方式展现长城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该片由中外媒体机构共同制

作，在国内 8 个省份拍摄，全程行进 2.1 万

公里，选取沿线 20 多处代表性地点，采访

50 多位与长城有关的人物，以“边走边体

验”的方式重返楚长城考古现场、潜游潘

家口水下长城、骑行八达岭、体验嘉峪关

城墙夯筑……轻松的叙事、活泼的风格，

探险家们以个性视角表达对东方古老文

明的认知，还从历史发展、保护传承、文旅

融合、数字艺术等角度，展现与长城相关

的璀璨历史文化、良好自然生态和现代生

活图景。长城的故事，凸显了中华民族自

古以来融合发展、珍爱和平的文化脉络，

也折射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李欣怡）

长城故事 多维体验

医疗剧与民生高度关联，加之细节要

禁得住推敲，创作难度不低。剧集《非凡医

者》力图做到内容专业准确，又在讲述方式

上有所创新。作品以青年医生陈辉、袁野、

贺同组成的外科“新手医生小分队”为主人

公，讲述他们经过磨砺成长为合格外科医

生的故事。在治病救人的故事框架中，作

品着重塑造了陈辉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优

秀的医学生，同时是一名阿斯伯格综合征

患者，与人交流沟通存在困难。这样的人

物设定，将医生与患者的视角连通，以主角

成长带出对医患关系的深入思考，进而展

现医疗故事里的人生启迪与人性温暖。作

品在刻画主角的同时，兼顾其他人物塑造，

慧眼识才的潘院长、敢于担当的刘医师等

人物都给人留下印象，若角色间矛盾冲突

的表现更加流畅自然，观看体验会更好。

作品不只刻画医疗技术，更呈现医患故事

里的人文关怀，给人以温暖和感动。

（王哲秀）

医者担当 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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