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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观察
WE N  H U A  G U A N  C H A

——从市艺术剧院看我市商演环境之变
本报记者 祝嘉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

得考虑的问题。”这是莎士比亚戏

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台

词，曾几何时，这也是市艺术剧院

全体演职人员内心的困惑。

文化体制改革之初，市话剧

团与市歌舞团合并为市艺术剧

院，原有的“铁饭碗”被打破，所有

人站在市场大潮前茫然四顾，既

找不到方向，更看不到未来。

十年来，我市文化产业快速

发展，市民文化消费观念和艺术

欣赏水平不断提升，市艺术剧院

积极应变，靠着商演蹚出一条自

立自强之路，不仅实现了良性经

营，更为宝鸡观众奉献了更多更

好的文艺作品。

扬眉吐气
“实在不好意思，真的是一张

票也没有了……”这是市艺术剧

院票务人员沙延河最近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上周，剧院放出儿童剧

《疯狂兔子镇》的演出讯息，100

张票瞬间被抢购一空，连日来，仍

有不少观众打电话、发微信咨询。

面对如此火热的需求，作为

剧院老员工，沙延河很欣慰，也很

感慨。文化体制改革伊始，剧院几

乎没有营收项目，职工工资都难

以保证，更谈不上绩效奖金。一度

时期，人心涣散，内退的内退，转

行的转行，一线演员仅剩不到 10

个人，大家都在担心：“没了‘铁

饭碗’，我们还能养活自己吗？”

“必须能！”市艺术剧院院长

杨兰说，“为群众奉献优秀文艺作

品，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

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底气。”

2013年，剧院以儿童剧试水，

开始尝试商业演出。当年儿童节前

后，他们推出了《大家一起喜洋洋》

《三只小猪》和《熊出没》三部剧。以

现在的眼光看，虽然只是将动画片

里的角色搬上舞台，但对许多从未

接触过儿童剧的孩子而言，喜羊羊、

灰太狼、猪大哥、猪小弟、熊大、熊二

真实地出现在面前，带来的惊喜、激

动和震撼远非动画片所能及。

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家长找

到剧院，希望能加演几场。于是，

当年 6 月，剧院一连演了 20 多

场，当年暑期，剧院又在三部剧的

基础上，推出了《大话西游》《封神

演义》《狐狸和乌鸦》《巴啦啦小魔

仙》等多部儿童剧，每场演出都一

票难求，现场孩子们的欢呼声一

浪高过一浪。这也成为剧院在商

演领域挣到的第一桶金。

从此，剧院以儿童剧、话剧、

舞剧为主，推出《我爱桃花》《周原

女人》《梁生宝买种记》《桃桃奇遇

记》《青铜》《美丽森林我的家》等

20 余部精品力作，几乎每部剧都

观者如堵、好评如潮。

《疯狂兔子镇》上演的那晚，杨

兰看到，有观众提前一个半小时来

领票，有观众在落幕后久久不愿离

去，还有观众呼吁：“这么好的剧，

能不能加演几场？”此情此景，让

杨兰动容：“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卧薪尝胆
回头来看，市艺术剧院的商

演之路是走对了，但在文化体制

改革之初，要不要涉足商演领域

还引起了一阵质疑。“文化人怎么

做起生意了？”“一卖票，观众流

失怎么办？”“真的搞商演，咱们

有竞争力吗？”

杨兰安慰大家：“真金不怕

火炼，只要我们的作品够好，还怕

观众不爱看、市场不买单吗？”而

儿童剧商演的成功，更坚定了大

家齐心协力推出好作品的信心。

2014 年，剧院根据小说《创

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的情节，

创作编排了无场次方言话剧《梁

生宝买种记》，通过讲述梁生宝带

领乡亲共同致富的故事，弘扬共

产党员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精

神。该剧在宝鸡首演大受欢迎，并

获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优秀剧目

奖，随后赴全国多地巡演，还登上

了中国艺术节的舞台，被业内誉

为“中国戏剧里程碑式的作品”。

2017 年，剧院集合歌唱演员、

舞蹈演员、话剧演员三支力量，推

出大型原创儿童剧《兔子急了》。

该剧主要讲述一群小兔子凭借智

慧和勇敢战胜大恶狼的故事，以

小见大、寓教于乐，先是在当年的

儿童节前夕首演，受到孩子们的

欢迎，被家长称为“最好的儿童节

礼物”，后又亮相第八届陕西省艺

术节，得到同行和专家的一致认

可，并荣获优秀剧目奖。

2020 年，剧院经过近一年时

间的精心准备，在第九届陕西省

艺术节上推出大型舞剧《青铜》。

该剧首次以舞蹈的形式呈现西

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和礼乐文明，

被专家盛赞为“讲好宝鸡故事的

范本”，并获得当届艺术节最高

奖——文华优秀剧目奖。在 2022

年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闭

幕式上，剧院受邀再演《青铜》，让

更多人认识宝鸡、了解宝鸡。

十年卧薪尝胆，剧院终于在市

场大潮里站稳了脚跟。如今，不仅

越来越多本地观众成为他们的粉

丝，还有许多外地单位找上门来，

寻求文化交流

和商业合作。

勇往直前
市艺术剧

院 2021年推出

的话剧《收信

快乐》中，工作

人员在舞台上

放置了一个信

箱。演 出 结 束

后，不少观众会

把对角色的寄

寓、对剧目的感

受和对剧院的建

议投进信箱。每次

收信，杨兰都会被

观众鼓励的话语

所感动。她常把这

些信件念给职工们

听，告诉大家要坚守

初心、矢志不渝，务必

精心打磨剧本、锤炼演

技，把最好的作品献给

观众，才能不负每一份期

待，不负每一张票钱。

剧院编剧张骥在创作

《梁生宝买种记》期间数易其

稿，将原作中对环境和人物细

致入微的描写呈现出来，填补

了柳青作品从未登上舞台的空

白，令包括柳青女儿刘可风在内的

观众看后激动不已。从此，剧院在

翻排经典名著之外，致力于优秀原

创剧的创作编排。从讲述成语故事

的儿童剧《桃桃奇遇记》，到展现历

史文明的舞剧《青铜》，再到反映平

凡人生的话剧《面皮》，都旨在用舞

台艺术讲好宝鸡故事。

为促进演员提高演技、帮助

新人快速成长，剧院设置表演课、

集训课，采取老带小、旧带新的方

式，建立导演负责制、部长负责

制，一大拨青年演员随之涌现。

2000 年出生的毛家豪，仅用两年

时间便从初来乍到的毕业生成长

为独当一面的台柱子。2013 年

进入剧院的汪晓龙，经过近 10 年

锻炼已成为能堪当导、编、演各项

工作重任的全能型人才。

为更好服务宝鸡观众，剧院

开通了公众号，及时公布演出讯

息和购票方式，建起了粉丝群，随

时听取观众对剧目和演员的意见

建议，线下加线上的互动，提高了

观众与剧院的黏性。有一段时间，

剧院因疫情暂停演出，工作人员

一面致歉，一面提出退票，没想到

观众特别理解支持：“不用退票，

啥时能演了，我们再来看。”

“我们是宝鸡的艺术团体，宝

鸡的父老乡

亲哺育了我们，

我们也应该用更

多更好的作品回馈

他们。”杨兰表示，他们

将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挖掘本土资源，

讲好宝鸡故事，为全市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关注市艺术剧
院 十 年 来，这 次 采
访给我的感觉是最
轻 松 的。作 为 我 市
国有文化企业的代
表，经 历 了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初 期 的 阵
痛，如 今 在 我 市 文
化 产 业 项 目 带 动
下，他 们 已 经 破 茧
成蝶、浴火重生了。

问及十年来最
大的体会是什么，院
长杨兰回答说 ：“成
绩是奋斗出来的。”
确 实 如 此，如 果 当
初 被 各 种 困 难 吓
倒、被 各 种 声 音 干
扰，那 剧 院 也 许 还
停留在“事转企”的
迷茫和挣扎中。

好在剧院坚定
地走了商演这条路，尽管起初一张票
只卖 10 元，尽管至今一场演出只挣
50 元，但演员们依然全心全意地投
入。在他们看来，艺术不分贵贱，只要
能登台演出，赢得观众认可，就实现
了自身的价值。而正是这样的职业素
养，支撑着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向
着更高的成就和荣誉不断前进。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看到希望
才去努力，而要努力才会看到希
望。就在我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
广东一家艺术剧院的负责人给杨
兰打来电话，说在前不久的丝博会
闭幕式上，看到宝鸡市艺术剧院演
出的舞剧《青铜》非常震撼，想请
他们赴粤港澳大湾区做商演。挂掉
电话，杨兰对我说了四个字 ：“未
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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