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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一体化”正是当下新

一轮经济发展的两大重点区域之
一，另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在

经济发展“求同”之际，在文旅融
合“破圈”之时，文化宜先行———

两大区域的传统文化，倒是“共饮
一江水” 已久。 无论是接近的乡

音，还是邻近的乡情，都体现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命运。

上海的民营院团， 无论是品

类丰富程度、 演出活跃程度还是
节目质量高度， 都在全国占领先

地位。 因而，此次赴长三角演出，

颇受当地业内外观众欢迎。 观众

喜欢上海民营院团节目的同时，

演艺同行则致力于取经。 如何从

上海民营院团学到市场化 “秘
籍”，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重点。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设立分
会场，已经让在合肥的观众以 100

元的票价买到了在上海花 580元
也一票难求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合肥观众笑议：“要不，上海人
也来合肥看‘电波’，加上来回火车

票应该也比 580元低……” 文化，

让长三角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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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文化先行昨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正式挂牌，与此同时，上海优秀民营
院团也带着原创优秀剧目，拉开为期两个
月的“2019 上海市优秀民营院团获奖剧
目赴长三角（安徽）展演宣传推广系列活
动”（简称“赴安徽展演系列活动”）。

昨晚，上海文慧沪剧团最新创排的沪
剧《心归何处》在合肥瑶海大剧院成功上
演，感人肺腑的故事、以情动人的表演，让
上海本土剧种在合肥寻到知音。之后，话
剧《生命行歌》、沪剧《啊，母亲！》、音乐剧
《小城之春》以及现代昆曲《我，哈姆雷特》
也将陆续上演。 辐

射

马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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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④

①现代昆曲《我，哈姆雷特》

②沪剧《啊，母亲！ 》

③话剧《生命行歌》

④沪剧《心归何处》

⑤音乐剧《小城之春》（2017版）

    这是自去年“惊艳”杭州后，上

海民营院团再度凭借优秀佳作在长
三角大放异彩。而这支上海文艺创

作生力军积累的经验，也成为昨日
“2019长三角民营院团创新发展专

题交流会”上最具含金量的话题。
安徽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丁光清说：“上海优秀民营院团的

经营理念和市场培育很值得安徽剧
团借鉴。”而安徽省演出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安徽大剧院副总经理欧
阳旺则表示：“希望上海民营院团多

多来我们剧院演出，我们一定会挪
出最好的档期，留给这些优秀的原

创作品。”

五部优秀作品
全方位凸显民营力量
今年恰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在上海市文旅局的指

导支持下，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特
意组织具有代表性的 5家上海优秀

民营院团，各自携带在“上海优秀民
营院团展演”获奖剧目赴安徽展演。

此次亮相安徽的 5部作品题材

多元、形式各异。上海文慧沪剧团
创演的沪剧《心归何处》，反映了人

与社会、城市和时代之间的大爱；上
海上艺戏剧社创作的话剧《生命行

歌》将目光聚焦社会对老年人的关
爱；上海新东苑沪剧团的沪剧《啊，

母亲！》探讨了母爱与社会责任感。
三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都切中了当

下社会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让人
看到了民营院团在题材选择上的敏

锐及其社会担当。
上海现代人剧社根据影片《小

城之春》改编的同名音乐剧以及上
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探索之作现

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则刷新了观

众对民营

院团作品的
既有印象。《小

城之春》让人们
看到民营剧团在电

影题材上的开拓，而
《我，哈姆雷特》则将莎

士比亚的经典与古老昆

曲嫁接，让人耳目一新。
据悉，如今上海民营

院团登记在册的有 200余家，其中
三分之一都活跃在市场一线，60多

家每年都有原创作品出炉，30余家
经过市场检验和挑战已经形成自己

的品牌并成为业内标杆。
之所以连续两年组织上海优秀

民营院团赴长三角地区展演，主办

方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坦
言：“已经占据演出市场大半壁江山

的上海民营院团经过近年来的努
力，已经成为了上海不可忽视的一

支创作生力军，在长三角一体化持
续推进的当下，民营院团之间的深

化艺术交流，也能促进长三角地区
文化的共同发展。”

五大运营模式
透露良性运作的奥秘
以前民营院团给人的印象，就

是捧着几出盛演不衰的传统戏当作

铁饭碗，能够自负盈亏、保持温饱就
是成功。而如今的民营院团要活得

更好。他们每年都创排新剧，培养自
己的演员梯队和年轻名角，如上海

文慧沪剧团，更将触角伸向更潮更

受年轻人欢迎的音乐剧；而像现代
昆曲《我，哈姆雷特》这样从传统民

族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创新作品早已

走向世界，在欧美多国进行巡演。

在交流会上，来自安徽文艺界
的相关领导以及剧场、剧团负责人

纷纷“打探”上海民营院团的成功经
验。而上海民营院团的艺术家和管

理者们也大方分享“五大运营模
式”，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上海现代人剧社最让人羡慕

的，是拥有新光影剧院这方“自留

地”。“场团合一”的模式让剧场和

剧团之间互相借力打造共有品牌。
现代人剧社社长张余就说，“看悬

疑，到新光”是剧团和剧场一同努
力的结果，剧场要占得市场分额，

关键是突出辨识度，区别于其他剧
场的特殊定位是立足之本，现代人

剧社推出的“悬疑系列”给予了这

种辨识度，而剧场盘活的一方人气

也为剧团“养成”了一批铁杆粉丝，

可谓双赢。
和以往民营剧团只能招揽国

有院团退休人才不同，如今“挑班
单干”的“角儿”更多的是心怀理

想的青壮年。青年昆曲艺术家张
军、京剧梅派大青衣史依弘、圈内

圈外都极富人气的中国“第一女老

生”王珮瑜都有自己的艺术中心或
是工作室。他们的加入为民营力量

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提升了艺术质
量的平均值。

拥有雄厚资金的企业家自主办
团，也为民营剧团在艺术创作上更

为放开手脚。有着丰富企业管理经
验的王慧莉所创办的文慧沪剧团，

无论从资金、规模还是现代化管理
而言，都在民营院团中堪称翘楚。文

慧以每年一出原创大戏的速度积累
剧目、打造品牌、刷新着市场对民营

院团的认知。
此外，依托演艺新空间催生的

新生民营院团也成为艺术高校毕业
生大展身手的舞台。很多初出茅庐

的潜力股就是在这个平台慢慢生
长、茁壮起来。而城市文明建设的推

进以及观众文化素养的提高，也让
上海诞生了越来越多专营高雅艺术

的民营院团，交响乐、芭蕾舞这类艺
术领域也渐渐有了民营的身影。

特地调整档期赶来“取经”的合
肥雨中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宣祥友感慨，交流会紧凑却信息量

爆棚，让人不虚此行：“我们安徽民
营院团的数量虽多，但在平均质量

和整体发展上还是和上海有着差
距，以上海为中心、杭州为目标、江

苏为榜样，我们安徽的民营剧团才
能有更长足的发展。”

本报记者 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