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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直播将成戏曲院团常态化项目
远隔重洋，隔

不断心心相印。 如
今， 有太多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在一起。

这段时间，生

活的空间， 被收紧
再收紧。 那些平常

时日里的人与景，

事与情，似乎变得不
再理所应当，也不再

触手可及。 心中，空
落落的？ 别叹气，我

们与世界的连接，仍
洋溢着希望。

在一起， 上海
戏曲院团上了直播

间。 京、昆、沪、越、

淮、评弹 5天 6场直

播收获了百万+人次
观看。中华传统文化

在新平台上试水，初
时或只是赶时髦

似地与观众不离不
弃，不想，却有了意

外的收获。潜在的商
机找上门来，年轻的

戏迷正在养成，线
下项目正在落地。

在一起， 外卖
平台上卖起了精神食粮。 点餐—上书，

方圆五公里，我们的书房正在扩大。 一
份工作餐，一杯卡布基诺，一纸油墨香，

迫不得已之下的慢悠悠，真的，生活并
不算太坏。

在一起， 带你去看那片粉樱花海。

宝山顾村公园，十年樱缘十年心，云端

的相约，让我们更惜春光，更惜美好。

再艰难，也要寻生机。张艺谋新片开
拍，《大江大河 2?复工，演艺明星的新剧

开机，综艺节目线下作业，春萌的气息扑
面而来。 文化生活，在“循规蹈矩”之外，

豁然开朗起来。只有在一起，我们才能觅
找各种可能，获得各种突破，也由此衍生

各种机会。 暗夜中，一颗勇敢的心，很多

执着的念，终能点亮上海的文化天空。待
又一季花开， 倏然觉知， 曾经的考
验，已成今日的拓展与创新。

    赏樱时节已至。近日，宝山顾村

公园里，贯穿东西的樱花大道串联起
九片樱花花海，仿佛一条飘逸的粉色

丝带散落在层林叠翠之间。灿烂春光
下，2020年上海樱花节如期而至。暖

暖的春日、缤纷的落英，人们吟诗作
画、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以“十年樱

缘，十年心”为主题的上海樱花季线

上专项文旅活动在“云端”同步开启，
让更多惜花之人透过屏幕，一起享受

春天的气息。

自 2010 年顾村公园开辟樱花
林到如今，上海樱花节已经与市民

游客结下“十年樱缘”。为此，今年上

海樱花节特别推出了十项线上文旅

活动，让市民在赏樱之余，还能享受
到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樱花树

下”人文雅集上，沪上文人学者借花
抒怀、谈古论今，分享自然生活之

趣、文化艺术之美，感受中华文化与
自然的相融相依。“樱画书艺”名人

书画沙龙则与龙现代美术馆合作，
特邀丁申阳等 10位沪上知名书画家

在樱花烟雨之中挥毫泼墨、以墨会
友。“樱味有你”樱花美食赏中，沪上

名厨融合了非遗技艺，以樱花为题，
对传统美食进行创新表达，让“吃货”

们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大快朵颐。

“余樱绕梁”罗威钢琴音乐会则用优

雅抒情的旋律，带人们踏上心灵治愈
之旅。还有“樱你而美”樱花时装街

拍、“樱趣横生”文化手作沙龙、“樱阅
书香”儿童文学名家阅读分享会、“樱

人而艺”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樱知
春觉”樱花摄影大赛等活动，让人们

不论喜动还是喜静，爱吃还是爱玩，

都能乐在其中。
各项活动均通过网络直播的方

式与大家“云上相约”，即便足不出
户，只要扫一扫活动直播二维码，也

能第一时间参与。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云端赏花 树下挥毫
顾村公园樱花季推出十项线上活动

马上评

“直播电商”这趟车
上海戏曲院团也要搭

    昨晚，大半个朋友圈都被罗永

浩和薇娅的直播比拼刷屏，尽管前
者因为首次直播太无聊被吐槽黔驴

技穷，后者因为出售价值 4000万元
的火箭发射服务让人瞠目结舌。结

果，老罗创下 1.1亿元销售额，火箭
的 50万定金也被人拍下，数千万人

观看带来的购买力着实惊人。

如今，直播电商俨然一派红海
之势，就连影视明星为了宣传新戏

也会做客直播间，为预售电影票带
货。疫情之下，戏曲院团也开始跟上

步伐，涉足直播领域，刚刚过去的艺
起前行·演艺大世界云剧场———“东

方之韵”戏曲展演周里，京、昆、沪、
越、淮、评弹 5天 6场直播收获了百

万+的观看数据，全国戏迷大饱耳
福，也让上海这 6家戏曲院团的信

心为之一振。
原先，院团掌门人大都对直播

有些“不感冒”，如今，直播成了院团
疫情期间工作考核的一部分，大家才意识

到直播带动的蝴蝶效应，不仅仅是多一些
观看数据那么简单。线上品牌营销势头强

劲，潜在的市场项目纷纷找上门来，更年轻
化的戏迷群体在直播中孵化，诸如网络越

剧童谣教学带来的线下项目也开始落地。
此前，在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推出的“剧场演

什么您说了算———我最期待的文艺演出线

上评选”活动中，有不少观众提到了想看越
剧和评弹演出，因此这次上越和评弹团的

演出也同步在“北方演艺直播剧场”直播放

送。不少戏迷为了让主播们可以看到自己
的评论，特地从北方演艺集团的平台赶到

抖音直播间留言，表达对上海戏曲和曲艺
艺术的支持。

尽管直播间里网友打赏的金额相比院
团的人力物力投入来说微不足道，但投资

回报率并不是院团目前考虑的首要因素。

在疫情期间能以另一种形式陪伴戏迷和观
众在一起，这很重要。看到老观众依旧在支

持着院团，这对院团来说也是件鼓舞

人心的好事。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
就感受颇深，以前评弹的观众喜欢自

娱自乐，直播间一开放，很多“潜水”的
老听众找到了组织，纷纷“冒泡”点评，

还有人建议搞抖音书场，连续说上 15

天长篇，付费意愿相当强烈。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谷好好以

及多家戏曲院团掌门人都肯定地表
示，即使线下演出恢复后，线上直播依

然会成为院团重点项目，将会成为古
老戏曲培养新戏迷、吸引观众走进剧

场的重要途径。但也有业内保守人士
担忧直播会冲淡线下演出的票房。其

实，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在于院团是不
是将直播当成了 5G时代的“空中剧

院”。既然戏曲是现场的艺术，线上的
传播自然应该提供特别定制的多样化

内容，让观众在线上和线下获得不一
样的观赏体验。

目前，6 家戏曲院团都已经在策
划下一步的直播内容，具体怎样还需要留

个悬念。可以透露的是，积累了一点微薄经
验的戏曲院团，将更系统地打造适合互联

网传播的直播产品。大胆想象一下，说不定
未来演出开票，角儿们会先在直播间宣传

剧目内容和亮点，让购票成为看戏的一部
分，还能顺势推销一下周边产品，限时限量

为戏迷送上特别福利。这样线上至线下的

导流，何乐而不为呢？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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