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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杨颖 霍玉菡 徐淼 邢梦宇

第一幕：话剧的忧伤

中国话剧从诞生的第一刻起，就带

着“正剧”、“大戏”的光环。大批被搬上话

剧舞台的优秀经典剧目多出自外国文学名

著，如《茶花女》、《威尼斯商人》、《推销员之

死》等等。同样，改编自中国作家的经典著

作，如巴金的《家》、《日出》、《原野》以及老舍

的《茶馆》、曹禺的《雷雨》等作品，也是话剧舞

台上经久不衰的创作题材。

然而，无论是系出名门的西方传统大戏，还

是历史厚重的中国经典，都让中国话剧形成了大

制作的固化思维。只是，大剧目的排演需要多方

细致打磨：剧本的创作、舞台的构建、道具的采购、

演员的薪酬、后期的宣传等，都让话剧演出背负了

太多太多。

“话剧的投入相当大，一部话剧演出前需要排练

两个月左右，但一般却只有几十场演出，票房承载力有

限。”北京大地华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侯罡告诉记

者，“在话剧行业中，不只是演员收入拮据，很多演出团

体的财务状况也并不像火热的市场反映出的那般乐观。

但是，我不得不说，对艺术的执着和热情，一直支撑着他们

继续创作。”

除了前期需要大量投入，演出场次少也成为中国话剧的

掣肘。据了解，就算是演出数量最多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

纪念话剧百年而计划推出的大小 240 多场剧目，也连欧洲国家

一个州立剧院常年话剧演出数量的 1/3 都不到。投入多产出少

的问题时刻困扰着中国话剧业，提高票价也就成为一些话剧团的

不二法门，由此也让一些话剧演出陷入了浮华奢侈、高成本、高票

价、短档期的泥潭之中。而原本反映生活的中国话剧也逐渐被束

之高阁，成为普通老百姓触碰不及的高端文化享受。与此同时，大

量的获奖剧目包括国家“精品”剧目被闲置浪费，甚至有不少省市剧

团仍然处在“过年过节不过日子”的困境当中。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收支

比较来看，话剧仍然属于微利产业。首先，整个产业的发展模式还

处在转变过程之中，原来固有的经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限制着

话剧收益的产生和扩大；其次，话剧产业的运营过程缺乏科学性、规

模化，整个产业链尚未形成，成熟度仍有待提高。

“阳春白雪类型的剧场演出面对的消费者有限，为了生存或理想，

话剧团体往往只能向商界寻求更多的经济支援，拉赞助几乎是每一个

话剧团都要面对的难题，然而，带有商业色彩的话剧，其艺术性往往会

受到质疑，这也是艺术与商业在精神上拉扯的过程。”侯罡说。

第二幕：奔跑中的“犀牛”

人艺演员濮存昕曾表示，话剧的高票价与舞台的尊贵感有关。

这句话从一个侧面显露出了话剧对阳春白雪的追求。但无可否认

的是，相对于在大剧院里欣赏集声光电于一体的大型话剧，小剧场

有着更为轻松的观看环境、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更为亲民的体验

价格，所以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人气。事实上，小剧场话剧正风靡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这些小制作、低成本的话剧，虽然在艺术表现

上略显稚嫩甚至粗糙，却充满生命力。

“在国外，小剧场话剧也叫实验话剧。这种话剧的剧场一般能

容纳 200 人左右，剧目演出也不需要太多的设备支持，一个舞台、一

些简单的背景布置就可以完成一场演出。”侯罡指出，小剧场话剧之

所以在国内越来越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与观众距离近、感染性强、容

易引起共鸣。当下，都市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小剧场话剧多

取材于现代都市生活，节奏轻松，加之票价相对低廉，更能满足人们

的消遣需求。

王鹏，北京人，进入话剧圈将近 10 年，做过开心麻花系列舞台剧

的幕后制作，却是法律专业出身。场地、剧务、制作人等许多与话剧

沾边儿的职业，王鹏都一一尝试过。在他看来，2003 年是小剧场的高

潮期，许多投资方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小剧场话剧的。“那时候，投

资一个大剧场剧目要 100 万元左右，小剧场演出一般都是 20 万元，最

多 50 万元。有时候，投资一个小剧场的钱和投资一集电视剧的钱差

不多，这对很多影视公司来说都不算什么。”王鹏告诉记者。

于是，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作用下，不断有投资进入，小剧场话剧

飞速发展。此间，导演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脱颖而出，成为佼佼

者。这个 1999 年 6 月 7 日在北京北兵马司胡同青艺小剧场首演的剧

目，以深沉内敛的文学气质、幽默诙谐的对白、略带悲情的故事情节

抓住了很多“文艺青年”的心。2004 年，第二版《恋爱的犀牛》上演

100 场时，孟京辉曾坚信这部戏能冲破千场。彼时，那不过是一句玩

笑话。如今，梦想即将成为现实，该剧的千场纪念版演出将于今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12 日在保利剧院以绝版阵容亮相。要知道，1958 年首

演的《茶馆》在 50 多年间也不过演了 600 多场。身处云端的话剧，正

因为有了小剧场话剧的繁荣，而渐渐落地生根。

第三幕：“翠花”上菜的难处

值得深思的是，在其他国家，小剧场话剧是实验性的，无法盈利

或极少盈利。为什么在中国市场上，小剧场话剧会在商业演出中赚

到钱呢？

侯罡认为，在剧目营销方面，传统

剧场应该向小剧场话剧学习。“不要依

赖定点售票的单一模式，要通过媒体宣

传、网上炒作、微博传送等多种途径广而

告之，与此同时，经营者还可以引入团购戏

票、票房分账等多种形式来降低演出风险，

提高回报率。”侯罡说。

而且，不得不承认，小剧场话剧的经营带

有更多灵活性。“我之前做过一个定制剧，它的

资金投入主要由两方面组成，投资方注入一笔

资金，通过品牌植入再与一些企业进行合作。这

样一来，既拓宽了融资渠道，又增加了话剧本身的

收入。而有了更多的资金，我们就能选用更优秀的

导演、演员来创作好的作品，演出效果自然也就慢慢

上去了。”王鹏向记者这样解释了他的经营之道。显

然，在大剧场话剧赔本赚吆喝的同时，在资金方面，小

剧场话剧自有一些长处。

除此之外，据王鹏介绍，一些在北京做小剧场话

剧的人还会去外地扩宽院线，找演出商来操盘自己的

话剧。但他同时也指出，目前，去外地商演一般靠的是

明星噱头，如果该剧目没有明星且投资很少，质量就无

法保证。

开源节流有时也会影响小剧场话剧的品质。“为了节省

制作成本，现在的许多小剧场话剧已经在招聘非职业演员。

聘用非职业演员演话剧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客观来

讲，大量启用非职业演员会使演出效果大打折扣。”王鹏说，这

对于一直追求高境界的话剧来说，无疑是种讽刺。我们看到，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小剧场话剧商业化趋势日渐明显，低俗化倾

向也越来越严重。“如今已经是全民娱乐时代，年轻人追捧快节

奏的生活、娱乐方式，文化也开始‘快餐化’。由于小剧场话剧门

槛较低，再加上投资少、见效快，确实有些人没有把其看成是作品，

而是当成商品来卖，剧目成了‘项目’。”侯罡说。

著名导演王晓鹰指出，本应最具实验精神的年轻戏剧人和民间

剧社，大多在追求剧场里的廉价笑声，这其中可能有社会大氛围的

“文化消费主义”，甚至是“泛娱乐化”的影响，也可能有缺乏扶持政

策的原因。

“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场浮世绘，我们应该抱着探索、包容的心态

让这个产业更健康、更纯粹。”侯罡这样表达了自己对话剧市场未来发

展的期许，“观众的品位是不断提高的，低道德水准的、低艺术质量的话

剧会慢慢被淘汰，只有经典的话剧才能口口相传，一直保留下去。”

编者按编者按：：从从19071907年初春第一个华人话剧团体春年初春第一个华人话剧团体春

柳社演出柳社演出《《茶花女茶花女》》至今至今，，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100100多多

年年，，然而然而，，无论是在国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还是在海外，，这个舶来痕迹这个舶来痕迹

颇重的颇重的““混血儿混血儿””发展得都相当艰难发展得都相当艰难。。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受众消费能力逐渐提高随着受众消费能力逐渐提高，，国内话剧国内话剧

市场不断升温市场不断升温，，尤其是小剧场话剧异军突起尤其是小剧场话剧异军突起，，凭借浓凭借浓

郁的生活气息郁的生活气息、、接地气的语言接地气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引引

人入胜的情节人入胜的情节，，吸引了大批观众吸引了大批观众。。不过不过，，一些剑走偏一些剑走偏

锋的小剧场话剧也存在硬件偏软锋的小剧场话剧也存在硬件偏软、、演出内容略显低演出内容略显低

俗等问题俗等问题。。

在多路资本的参与带动下在多路资本的参与带动下，，小剧场话剧繁荣发小剧场话剧繁荣发

展展，，但问题是但问题是，，资本是文化的助推器资本是文化的助推器，，还是死敌还是死敌？？

话剧百年话剧百年 商业大戏正在上演商业大戏正在上演

虽然同属中国戏剧，但与昆、弋、柳、梆等传统戏曲形式不同，中国话剧从诞生之初，就有着鲜

明的“海外血统”：第一个华人话剧团体春柳社的首批剧目《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分别改编自法

国小仲马和美国斯托夫人的作品。此后，中国话剧不断发展，但无论是传统剧目如《雷雨》、《日出》

等，还是为青年人熟知的《翠花》、《分手大师》等，都可以追索到一些舶来痕迹。

然而，有“海外背景”的中国话剧“走出去”的步伐却并不轻盈。即使一些传统剧目反响不错，

一些国内演出团体也努力通过商演等形式输出新老剧目，但中国话剧回归原产地更多的还是停留

在文化交流层面，商业效益较差。

这其中自然有一些文化原因，也存在一定的形式掣肘，但更多的阻碍恐怕还是来自于没有清

晰的定位。“近几年，中国话剧一直尝试与世界交流，但现状依然是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北京大地

华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侯罡对记者强调说，“中国厚重的文化最吸引人。民族的即世界的，我

们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既保持自有特色，又能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剧，一定要与时代发展同步，与观众的感觉同步，这样才会有市场。”

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推进，从去年开始，中国国家话剧院所有演出剧目已经一律

同步配映英文字幕。去年，应契诃夫艺术节邀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携看家大戏《雷雨》首次登

上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的舞台。在“走出去”的道路上，中国话剧已经在积极探索。实践证明，

有民族特色、原创、精心筹备的作品，再辅以适合的舞台表演、剧本翻译，这样的话剧更容易在海外

市场获得成功。

虽然中国话剧脱胎于西方古典戏剧，但经过中国环境的洗礼已经有了自身的特色。所以，如

今，要想有更好的发展，还需要继续接地气，推出更多的民族原创，否则不仅会失去国内观众，同样

也难以获得海外市场的鲜花和掌声。

有人说资本是文化的助推器，也有人说商业与文化是天敌。对于话剧行业来说，究竟哪个说

法更贴近现实？

可以看到，在各路资本的注目下，小剧场话剧爆发出了传统话剧所没有展现出的力量。但商

业与艺术的较量、文人与商人的对骂也随之而来。

针对这两厢的较劲，北京大地华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侯罡认为，摘掉了为艺术而艺术的

帽子，商人们的举动更干脆、更直接。顾客就是上帝，票房创造财富。于是，以减压、爆笑、盘点等

为目标，专为观众而排的剧目，受尽文人的鄙视，却让商人的钱包鼓了起来。

然而，“通俗”是否一定是“媚俗”？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口味，是不是就一定代表了文艺水准的

下降？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电影市场也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太文艺了没市场，太商业了招人骂。文化和资本既相依共存，又相

互矛盾，而正因为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未来，相关的争论恐怕还将继续。对此，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

员蔡灵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资本是文化产业的助推器，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内容生产仍然要排在首

位。“以纯商业化的形态出现，话剧就会变得缺乏魅力。如果是拥有了有自主品牌的话剧资源，再加上

一定的资金注入，则能打造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整个话剧产业的发展环境也会进一步得到优化。”蔡灵说。

商业与文化相辅相成却矛盾无法调和，想要权衡好两者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要有一个“度”：过

犹不及，物极必反。

不过，在从业者争得不可开交之时，侯罡认为，在被“过度”关注的同时，观众的判断力和鉴赏

力似乎被忽略了。文人们怕观众一不小心“低俗”了，商人们又怕观众不再“低俗”。其实，如果除

去为教育、为娱乐的目的，对于每一位愿意走进剧场观看演出的观众来说，话剧究竟能带给他们怎

样的体验其实早已超出了创作者的想象，而进入了另一个“再阐释”的阶段。

接地气的话剧才有市场 文艺与资本应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