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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会大剧院三周年，给济南带来了什么？

大大剧剧院院，，怎怎样样成成为为真真正正的的文文化化地地标标

本报记者 师文静

缩短与世界经典的距离
让济南走出“演出洼地”

“三年下来，确实有很多
感慨。2013年大剧院刚启动
时，大家都觉得济南观众没有
买票看演出的习惯，对他们来
说文化消费、演出消费也不是
必备项目，且大剧院距离传统
的市中心很远，这都是当时的
劣势。”三年过去了，省会大剧
院在开辟演出市场、满足市民
文化生活上取得当初预想的
效果了吗？对此，张宇说，人类
最大的优点是一直都不会满
意，如果满意了就不往前走
了。三年来，省会大剧院依托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让相
当一批世界级的名团、名剧来
到了济南，几百场高中档演出
配比得当，观众总量超过50万
人次。“与所有的省会级大剧
院横向比较，这个人流量已经
不少了。把2003年到2013年10
月来济南演出的所有世界名
团都加起来，也达不到大剧院
运营三年来的三分之一。”

当然，演出场次和观众数
量只是一个标准，张宇更希望
省会大剧院在山东能发挥跟
国家大剧院在北京一样的作
用，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地标。
三年来，“北上广”成熟演出市
场成为省会大剧院的参考模
板，大剧院对接中演演出院线
的高端资源，与国家大剧院、
广州大剧院等国内顶尖剧院
演出配置一脉相承，引进了

《猫》《哈姆雷特》《卡门》等国
外经典大剧、《恋爱的犀牛》

《伏生》等经典话剧，还有班贝
格、德累斯顿等大团带来的音
乐会，让世界经典艺术与济南

市民的距离大大缩短。谈到省
会大剧院从较低的市场起点
做到省级大剧院中不错的水
平，张宇说：“我更希望省会大
剧院在芭蕾舞、交响乐、话剧
等各个艺术门类的演出上不
仅代表着山东，也代表着国内
沿海各省比较高的水平。”

谁说济南人不舍得掏钱
那是没有多元艺术演出

很多市民称，在2013年之
前，他们也曾希望济南能有像北
京一样的多样化演出，但这也仅
仅是希望。济南观众李莉说：“自
从省会大剧院有了各种中高端
演出，我和孩子就兴致勃勃地开
始了每个月固定的观看模式，孩
子真正接触到了世界级艺术演
出，这种现场感受是电视和网络
无法给予的”。济南市民悬铃也
称，无论是歌剧、话剧还是芭蕾
舞、儿童剧，到大剧院看演出已
成为她的生活习惯。

济南观众爱上看戏，爱上
高雅艺术，也有数据支撑。张
宇称，三年来大剧院的零售收
入由开始的仅占43%，到2016
年上升到了70%以上，“这很好
地说明了省城观众观演习惯
和文化消费观念有了很大的
变化，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为
喜欢的精品掏钱。”张宇谈到，
殿堂级指挥大师艾森巴赫在
大剧院举行交响音乐会时，原
本两个小时的演出，在观众的
热烈期待下延长到3个小时，

“交响乐竟然会加演，这是很
少见的，足见济南观众的热情
和专业。”

“怎么引导观众，培养观众，
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项非常系统
的工程。济南观众对名家、名剧
和传统文化比较敏感，像《天鹅
湖》这样的经典剧目，三年来各

舞团在大剧院演过不下10场，但
是每场反响都很好。我们也在仔
细观察济南观众的消费特点，通
过大数据分析，每年都会有针对
性地引进一些济南观众爱看的
演出和节目。”张宇称，之前说济
南没有文化消费，那是因为根本
就没有一流院团或者高品质的
演出，当把艺术供应的问题解决
了，观众就来了。

谈到大剧院的演出品质，
张宇非常肯定地说，三年来山
东省会大剧院的演出内容与中
演院线的平均水平是一致的，
在国内则是优秀级的，但他同
时也指出，“在观众培养上，不
能仅仅去迎合。大家喜欢芭蕾
舞，我们就推出《天鹅湖》，如果
年年都是它，那这个城市的观
众就不会进步了。我们还要让
观众学会看《吉赛尔》，看《堂吉
诃德》，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好的剧院不光是满足观众的艺
术需求，同时还要引领观众的
艺术审美。”

提升城市文化气质
不能只做“晚上”剧场

省会大剧院作为济南甚至
我省的文化地标，除了推出国
内外优秀演出，还承担着“公益
和惠民”的责任，让观众能以较
低的票价欣赏到高雅艺术作
品。张宇透露，大剧院每年演出
的三分之一是惠民演出，每一
场自营演出有30%的票是低于
100元的惠民票。数据显示，三
年来大剧院800场演出活动的
平均票价为126 . 6元，惠民票
占比近三成，“降低门票价格让
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感受艺
术之美，享受观演的快乐。”张
宇告诉记者，省会大剧院的票
价不仅低于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就是在国内同等规模的城

市中，也保持着惠民的价格，
“为观众走进大剧院扫清障碍，
这对培育山东市场非常重要。”

张宇认为，低票价策略只
是大剧院文化责任、艺术担当
的一部分，作为地方文化演出
活动的中心和文化地标，大剧
院还应该深度助推和引领本土
艺术的发展，在提升城市品位
上发挥更多的作用。据悉，像很
多大剧院和艺术中心一样，近
年来省会大剧院与省、市艺术
院团，戏剧创作室，艺术研究院
等合作，演出了《李清照》《粉
墨》《逼婚记》等本土大剧，以及

《两重门》《灵魂深处的一滴泪，
不曾流》等新品话剧，高大上的
国内外经典作品和充满本地特
色的精品互相激荡，让很多市
民都感受到了济南演出市场从
数量到内容的丰富多彩。

张宇称，“大剧院可以与所
有院团、民间工作坊合作，与更
多的艺术机构一起打造作品和
演出。不仅是山东，还可以与北
京、上海的艺术家共同打造本
土艺术。大剧院不仅仅是一个
戏园子，它要逐步向艺术生产
基地发展。”

在张宇的远景构思中，“好
的剧院，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市
民艺术大学、文化根据地。艺术
教育是培育一个伟大的、有想
象力的民族不可缺少的元素。
一个好的艺术大学和文化根据
地，不仅会带来人流和文化消
费，最根本的是培养人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传统剧院一般在
晚上7点半到9点半才有演出，
但张宇却主张，大剧院绝对不
应只在晚上有活动，“这里除了
是一个文化艺术空间和市民的
艺术学校，还是一个激荡人想
象力和审美的平台，一个原创
艺术基地，应该从早晨9点半到
晚上9点半‘全天候’上阵。”

10月31日晚，集合世界经典与本土艺术精品的省会大剧院三周年演出季拉开帷幕。三年来，160多场全国数得上的高水平演出落地济
南，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缓解了市民对高端文艺的渴求，极大提升了省城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

大剧院在引领观众的艺术审美，提升城市文化气质上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成为真正的文化地标？近日，本报记者者专访了中国对外文
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他认为，大剧院不仅仅是个戏园子，还是开放的市民艺术大学和艺术生产基地，应是是“全天候”为公众服务。

看演出像过节。

话剧《办公室的故事》。

舞剧《一把酸枣》。

下个月，省会大剧院将上演全球第一舞剧《大河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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