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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市场篇

▶▶▶明日请关注本报“聚焦文化产业 发展魅力中原”专题“动漫创意产业篇”◀◀◀

6月，美国金牌儿童音乐剧《芝麻街》刚走；8月，著名音乐人三宝倾心打造的大型原创音乐剧《三毛流浪记》
就来了；10月，著名魔术师刘谦也为郑州市民打开了《奇迹之门》……

与此同时，今年郑州市豫剧团新编历史豫剧《斗笠县令》获得国家许多戏曲大奖，市歌舞剧院倾心打造的大
型歌舞剧《水月洛神》也受邀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上表演……

无论是引进外来表演，还是对外推出本土剧团，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郑州的剧团和演出市场越来越繁荣。
今年10月25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借着国家政策的“东风”，作为郑州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州的剧团和演出市场将会面临怎样的发展

趋势？它们目前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今天，记者就带你一窥郑州舞台上的“聚光灯”产业。
郑州晚报 赵柳影/文 晚报记者 马健/图

《风中少林》国内外演出场次300余场，收入2000多万元
大型歌舞剧《水月洛神》受邀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上表演

郑州“聚光灯”产业风头正起

“老郑州”眼中的
演出市场：越来越火热

上周三晚上 7点多，记者从
东区乘公交车回家时，偶遇了一
位背着大提琴的老先生，估计60
来岁，看上去非常慈祥，记者就
和他攀谈起来。

“我刚在艺术中心排练完，
坐车回家呢。”原来程先生是业
余的音乐爱好者，没事儿就喜欢
和朋友一起到艺术中心参加一
些公益性的表演，提起郑州的演
出市场，他笑称：自己是看着它
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说着，程先生慢慢陷入回
忆，“我 20 岁的时候，到剧场看
演出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那
时候表演也少，剧场也少，根本
形不成市场，老百姓手里也没
钱，温饱都成问题，更别提买票
看演出了。”回忆起年轻时贫瘠
的精神生活，程先生透露着无
奈，后来到了 40岁，手里稍稍有
些钱了，省人民会堂等剧场也有
了，观众们慢慢也接受了剧团表
演，程先生偶尔也会和朋友去看
场喜欢的演出。

不过，到了退休之后，程先
生反而看演出的次数越来越
少。“近几年，郑州的演出市场越
来越火热，各种表演层出不穷，
票价也能接受，不过总觉得去剧
院看表演必要性不大。”程先生
说，退休之后没事儿就会去公园
和朋友一起搭摊表演或看别人
演出，这种生活化的表演形式已
经满足了他的精神享受。

“整体来说，郑州市民的精
神生活层次还比较低，剧团表演
还不是很普及，像我们喜欢艺术
的人都不怎么去看剧院表演，更
别提对艺术不感兴趣的市民
了。”程先生说，和他有同样想法
的人不在少数，这可能也是导致
郑州的演出市场虽然热起来了，
但市民看表演的热情还没有充
分调动起来的原因。

无独有偶，程先生的观点得到了郑州许多演
出市场业内人士的赞同，河南保利艺术中心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祖长树，结合河南艺术中心开放
以来的情况谈了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3年来，由我们承办的演出场次呈逐年递增
状态，但市场的接纳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祖
长树说，与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经济和文化发
达地区相比，郑州的演出市场从票房销售和平均
票价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根据各类艺术形式的演出售票情况，祖长树
总结了一些郑州观众的文化消费和艺术观赏特
点。“在节假日期间举办的票价较低，或者普及艺
术知识类的表演，票房销售会相对比较高，而像音
乐会、话剧、交响乐等形式的表演市场则有待进一
步开拓。”祖长树说，另外，一些知名歌星的演唱
会，会受到部分观众的大力追捧，如崔健、费翔、羽
泉、齐秦等。

对于郑州的演出市场，业内人士李先生的观
点更加的直接和一针见血。“‘追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郑州演出市场的繁荣，但同时也说明郑州
观众的整体艺术视野、文化理念和欣赏水平还比
较狭窄和滞后，对于芭蕾舞、交响乐等较高层次的
表演形式接受度太低，甚至还处在不认知的状态
下。”李先生说，与郑州的电影市场相比，郑州演出
市场的普及和发展还远远不够。

“其实，近几年郑州的演出市场也在发展，只
不过步伐迈得小了些。”李先生说，与周末电影院
里的人头攒动相比，郑州的大剧院相对冷清，最主
要的还是大家已经把看电影当做生活的一部分，
而去剧院看表演并没有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精神享受。

对此，李先生建议：演出市场想要发展，郑州的本
土剧团就必须不断创新，创作出市民喜欢看、爱看的
艺术作品，这样才能将观众的目光吸引过来。

其实，在郑州，星罗棋布地也分散着许多国有
院团、民间表演艺术团体等，对于自身和整个演出
市场的发展，他们又有怎样的观点呢？

“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自身的发展，还是整
个郑州的演出市场，近几年一直在进步。”郑州市
歌舞剧院院长助理时立谦说，对于这种进步，他深
有体会。

郑州市歌舞剧院于 2004 年 3 月建院，当时郑
歌还位于偏僻的南四环，排练条件、生活条件都比
较简单，而经过短短4年的发展，郑歌已于2008年
搬入繁华的紫荆山路新院址，演员人数和素质也
大幅提升，练功房、演员宿舍等设施较为完善，截

至目前，已推出两部极具口碑、获奖连连的大型舞
剧作品《风中少林》和《水月洛神》。

“刚建院时，我们就确定了以剧带院的思路，
用好的作品说话，并着眼国际市场。”时立谦说，首
部舞剧《风中少林》推出不久，就前往新加坡、澳大
利亚等国家进行演出，至今海内外演出 300余场，
收入2000多万元。

不过，《风中少林》并不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郑州，它也非常受市民欢迎。“《风中少林》在郑
州演过多场，市民很喜欢，包括刚推出的舞剧《水
月洛神》在郑州、北京、上海演出后反响也很好。”
时立谦说。

对于本土剧团来说，自生能
力差是发展的最大症结

发展必定会伴随着一些矛盾、阻碍和瓶
颈，时立谦说，对于郑州本土剧团来说，缺乏经
营性人才，有好的艺术作品，但缺乏一批懂艺
术、会经营、懂法规、能够娴熟运用商业谈判技
巧的高素质复合型文化经纪人才来开拓市场，
可以说是郑州所有剧团都面临的共性问题。

除此之外，舞蹈类的院团，缺少对本土优
秀演员的宣传和包装，有优秀的舞蹈演员，却
没有舞蹈明星，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郑州目前的演出市场风头刚起，对于本
土剧团来说，自生能力差才是发展的最大症结
所在，不能一遇到什么事情就依靠政府，剧团
不仅要创作出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作
品推向市场，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能
只顾‘生产’，把‘销售’这块都推给政府。”长期
从事艺术创作的高先生说。

“缺什么人才就得努力去找人才，去培养
人才，要想有出路，就得自己走路，不能老是等
别人帮助，靠别人支持。”高先生说，缺少本土
舞蹈明星，就得努力去想办法推出一个舞蹈明
星，我们剧团的思想还是过于保守，放不开。

对于剧团未来的发展，高先生认为：国有
院团市场化是必然趋势，只有这样，剧团才会
打开思路、勇于创新，在确保作品质量的前提
下迎合市场，也只有参与到市场竞争，才能优
胜劣汰，将精品保留下来。不过在改革初期，
高先生还是建议政府要适度支持。

重视剧团发展，并对演出市
场加大宣传和普及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消费
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近几年，郑州的剧团和演
出市场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郑州市
文广新局艺术处孔处长说，大到一个国家、小
到一个地方，想要发展，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必
须兼备，而文化就是很强的软实力，其中通过
剧场演出来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是非常直接
和有效的方式。

提到未来，孔处长认为，政府会按照中共十七届
六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郑
州剧团以及演出市场的大发展大繁荣。

“每个人都需要信仰，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
这就需要文化充分地发挥艺术的感染力和教育
意义，而剧团就相当于老师的角色，创作出的好作
品就像知识一样潜移默化地传输给观众，满足市
民的精神需求。”孔处长说，政府将会继续重视剧
团的发展，并对演出市场加大宣传和普及，让郑州
的演出市场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演出市场想要发展，郑州的本土剧团就必须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