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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市博物馆安徽阜阳市博物馆
新馆三层展厅开放新馆三层展厅开放

近日，经过一段时间准备

后，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新馆三

层投入试运营，面向市民开放。

三层展厅总面积4477平方米，

包含近现代革命专题厅、书画专

题厅、铜镜专题厅以及精品文物

专题厅，多样文物展现阜阳不同

时期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图为

市民在阜阳市博物馆新馆三层

展厅内观看铜镜展品。

中新社发 王 彪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小剧场叠加旅游，江苏将
文旅融合玩出新花样。

近日，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
化和旅游厅联合举办全省小剧场
建设工作推进会，对小剧场建设
工作进行部署，推动小剧场高质
量发展，并明确提出，将小剧场
纳入文旅创建和旅游线路开发。

在业内人士看来，江苏发
挥本地小剧场特色优势，通过
打造更多更有文化内涵的旅游
目的地，不断扩展更有深度体
验的文化场景，为探索文旅产
业链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宝贵经验。

江苏发展小剧场

基因与政策兼具

小剧场戏剧运动最早产生
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
是西方戏剧反商业化、积极实验
和探索的产物。而中国小剧场这
一演出空间发展的开端源自1982
年，导演林兆华第一次将小剧场
话剧《绝对信号》搬上首都戏剧舞
台，迄今已走过40年的历程。

近年来，小剧场因集艺术
表演、互动体验、文旅融合于一
身，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追捧。在江苏，形式多样的小
剧场更是遍地开花，老宅院、购
物中心、文化馆、艺术馆、特色
街区、历史古镇里，处处有着形
式多样、精彩各异的演出舞台。

2021年，江苏省在小剧场
建设上率先探索，出台全国首
个《关于推进小剧场建设的指
导意见》，制定了省级示范小剧

场建设指南和小剧场精品剧目
创作指南，推出了小剧场精品
剧目展演展播、编剧人才培养、
艺术基金资助等引导支持小剧
场发展的政策措施。

与城市里地标性的大剧院
不同，各种小剧场的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小”。物理空间独有的

“小”，拉近了观众与演员的距
离，让观演者能够获得更加多元
化和多维度的感受。江苏省文
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志
纯指出，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
的小剧场，蕴含着推动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的大能量。全省要
扎实推动小剧场建设更加均衡、
更具特色、更高质量发展，不断
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
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

据统计，目前，江苏省已建
成各类小剧场1156个，总座席
数约25万个；今年前三季度演
出2.3万场，观众256万人次，
演出总收入超3000万元。

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江苏之所以在建设小剧
场方面成果丰硕，一方面是因
为其自古以来人文积淀深厚，
当地居民普遍尊师重教，文化
消费投入占比常年在国内居于
高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江浙地
区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这都
是江苏不断推进探索文旅深度
融合方式得天独厚的优势。

小剧场正成为

散发城市气质的新窗口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相互促进，红色旅游、旅
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等形式
不断发展，旅游逐渐成为传播
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作为新兴的文化传播载体
和文旅消费空间，小剧场在促
进文旅融合发展中亦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以小剧场演出为代
表的“文”，融进了景区景点更
多的演艺新空间，为观众提供
了“白天观景、晚上看戏”的全
天候旅游体验。

此次江苏省小剧场建设工
作推进会提出，将以理念创新
推进小剧场建设，聚焦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需求、打造文旅消
费新亮点、增强文旅融合发展
新动能，把小剧场作为文化传
播载体和文旅消费空间，将小
剧场纳入文旅创建和旅游线路
开发，推动小剧场与旅游经营
单位加强合作，推出更多旅游
演艺、非遗等特色小剧场，打造
更多有文化内涵的旅游目的
地、有深度体验的文化场景，为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和活力。

事实上，随着文旅融合日
趋加强，江苏多地涌现出“小剧
场+旅游”融合发展的范本。
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是苏
州夜间经济品牌“姑苏八点
半”重要内容“江南小剧场”的
剧目之一。演出在沧浪亭实
景上演，以新颖的浸入式方
式，将沈复和芸娘夫妇俩人文
相恋、志趣相投、柴米相依的
深情故事娓娓道来。从剧场
走向实景，戏曲与园林的组合
呈现了绝美表达的江南诗意和

极致的东方美学，园林版昆曲
《浮生六记》成为了苏州文旅融
合的代表性剧目。

此外，南京也正积极建设
秦淮河畔小剧场群；常州打造
了以嬉戏谷“洛克王国”、春秋
淹城“西施迷宫”为代表的旅
游演艺小剧场；盐城大丰荷兰
花海推出的“只有爱·戏剧幻
城”更是成为当地文旅融合新
标杆项目……在江苏，景区景
点和文博场馆实现了演艺空
间上的突破，到曲艺书场看非
遗表演，在临水戏台看沉浸式
演出，已成为越来越多游客休
闲的新选择。

陈佳说：“小剧场模式既是
当地民俗风情文化特色的生
动体现，又符合新时期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大
方向；尤其是在当前疫情冲击
的背景下，展现了强大的生命
力和韧性，正逐渐成为文旅融
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同时，
他进一步指出，小剧场模式的
推广和发展并非只限于江苏
等地。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
市，小剧场模式方兴未艾，深
得年轻群体的热爱。接下来，
这些地方的小剧场也可以与
江苏小剧场互相借鉴经验，共
同在小剧场高质量发展之路上
持续奋进。

在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
院长陈捷看来，日益活跃的小剧
场，正成为塑造城市性格的新方
式及散发城市气质的新窗口。
受到精心打磨的小剧场展演，不
仅为观众打开了心灵之门，也为
本土的艺术家拓展了自我思考、
探索无限可能的空间。

推进文旅融合

仍存难点堵点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
惯，更重塑了许多行业的生存
法则。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线上演出成为居民文化
消费需求的一个释放口，再加
上科技的进步与广泛应用，“云
演出”应运而生。

不久前，由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的江苏省小剧场精
品剧目线上展演启幕。在为期
半个月的时间内，11台精品小
剧场剧目将通过“云展播”的形
式陆续上演，全面展示江苏省小
剧场剧目创作的丰硕成果，让更
多受众共享小剧场的艺术魅力。

尽管江苏省通过不断尝试
与跨界融合在小剧场方面取得
了丰硕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
小剧场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就
是一片坦途。

“‘小剧场+旅游’的发展，
关键还是在于产品供应。”四川
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
孟立联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称，江苏是江南重地，历
史文化沉淀深厚，且现代文化
集聚程度高。如何将其转化为
小剧场产品，转化为愿意被受
众购买、消费、享受的产品？这
不仅仅是对江苏的考验，也是
对整个文旅行业的考验。

陈佳并不否认，当前以小
剧场模式推进文旅融合确实还
存在难点与堵点，需要结合当
地具体实际与顶层设计进行深
度对接。他认为，首先，小剧场
行业属于基层文化产业链，如
果对标国家大剧场等大型成熟
场所模式来衡量，其规范性不
足，行业标准也相对缺乏；其
次，产业链上下游配合不足，文
化产品和服务创新不够，尤其是
没有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与体验
式旅游的比较优势，当前的文旅
融合度有所欠缺；再次，小剧场
行业长期以来的融资渠道相对
不足，金融在服务文旅融合方面
的契合度有待提升；最后，小剧
场的知识产权问题与软硬件问
题纷繁交织，导致一部分市场主
体参与积极性不高。

此外，陈佳建议，地方文旅
部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深度挖掘顶层设计在地方落地
的实效性和创新性，主动作为，
因时而变，真正把文化特色与
旅游资源等比较优势在当前全
国文旅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有
效发挥出来。

江苏省将小剧场纳入旅游线路开发江苏省将小剧场纳入旅游线路开发
进一步激发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激发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