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2012年12月8日 星期六
编辑：张向阳 美编：金红 组版：陈华

文娱

移动视频迎来

爆发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邱祎)
在2012年12月5日的“中国移
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爱奇
艺创始人、CEO龚宇博士发
表了演讲，就手机、电脑和电
视的融合趋势以及移动视频
的发展等进行了展望和分享。
龚宇表示，众多数据和经验表
明，2012年手机等移动端用户
迎来高速增长，移动端的视频
广告价值已经开始爆发。

自2005年至今，视频观众
完成了从电视到电脑，再从电
脑到手机观看的转变，而未来
的趋势，观众将向互联网电视
屏幕转移。龚宇表示，中国智
能手机用户还在高速增长，无
线宽带业务发展迅速，移动视
频市场的规模和广告价值也
将迎来爆发性增长。

亓秉轩“大红袍”

画集首发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当代名家画集”已经在业内形
成品牌，因每部画集都是大红
色封面，被誉为“大红袍”。日
前，《中国当代名家 亓秉轩》
画集出版，12月8日在省美术
馆举办首发式。由山东省美
协、人民美术出版社、泰安市
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亓秉
轩国画艺术作品展同时举办，
展出近百幅国画精品，同日举
行亓秉轩国画艺术研讨会。亓
秉轩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
美协会员，泰安东岳书画院副
院长。展览11日结束。

迎新年古玩

艺术品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由山东省古玩商会主办，齐鲁
古玩城和齐鲁文化博物馆联
合承办的迎新年古玩艺术品
展，将于即日起至12月18日在
济南市东图大厦四楼山东朵
云轩美术馆举办，免费向公众
展出。该展汇集了省内各地古
玩艺术品收藏家的精品，包括
青铜器、高古玉器、明清官窑
瓷器、掐丝珐琅、佛造像、文玩
杂项等，还有一些海外回流文
物也将精彩亮相。

展览之后，山东省古玩商
会、齐鲁古玩城、齐鲁文化博
物馆将携展品组团赴京，参加
于12月19日-23日举行的“第
十五届北京中国古玩艺术博
览会”，展示山东收藏界的水
平以及具有山东地域特色的
文物遗珍。

山山东东曲曲艺艺小小剧剧场场生生存存现现状状调调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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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德云社、嘻哈
包袱铺等曲艺小剧场广有
影响，作为全国三大曲艺
重镇的我省情况如何？12
月6日，由省文联主办，省
曲艺家协会、济南市曲艺
家协会承办的“山东省促
进曲艺小剧场发展座谈
会”在济南举行，著名曲艺
表演艺术家赵连甲以及我
省曲艺小剧场负责人与
会，我省小剧场生存现状
被披露出来：极少数实现
盈利，大部分举步维艰。

◆多数小剧场亏损

“多数亏损经营。”这是山东
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对我
省曲艺小剧场生存现状的描述，
孙立生说，这不仅是山东的现
象，在曲艺小剧场生存最好的北
京，能够盈利的也就是德云社、
嘻哈包袱铺以及曹云金的小剧
场，“一多半半死不活，很多赔
钱。因为天津曲艺观众群基础全
国其他地方无法比拟，曲艺小剧
场生存状况相对较好。”

东营百乐相声会馆是近两
年成立的曲艺小剧场，在东营
的一个景区内，该会馆负责人
陈建民用“运营举步维艰”来形
容生存现状，“依靠窗口卖票，
小剧场连空调费都挣不出来，
在政府扶持和我们的多种经营
下，算是减少了亏损数额。”

济南空中四合院芙蓉馆曲
艺大舞台的生存状况与百乐相
声会馆类似，该会馆的代表华
青介绍，会馆馆主是一个收藏
家，不得不卖掉部分收藏的名
贵家具来维持会馆的生存。

济南的晨光茶社和颐正
山东快书俱乐部，目前走的都
是免费演出的路子。颐正山东
快书俱乐部负责人阴军表示，
俱乐部这几年最大的贡献是
培养了相当多的山东快书演
员。创办于1943年的济南晨光
茶社，曾经是全国最为知名
的曲艺小剧场，已故著名相
声表演艺术家孙少林是晨光
茶社当年的当家演员，也是
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相声大腕
之一，侯宝林生前曾多次说：

“我最佩服孙少林。”晨光茶
社1966年关门停业，2006年
重新开业，孙少林之子、晨光
茶社演艺负责人孙小林表示，
曲艺小剧场的生存环境不同
于之前，“但培养新人的决心
不改变。”

◆部分仅能持平

以济南市曲艺团演员为
班底的明湖居，位于济南大明
湖内，济南市曲艺团团长韩波
介绍，明湖居年收入约120万
元，收支勉强达到平衡，并无
多少盈利，“明湖居作为济南
旅游的一个名片，和旅游结合
得比较紧密，到大明湖旅游的
海外华人，是明湖居不可或缺
的观众群。明湖居收支持平，
也得到政府的扶持。”

另一个收支能保证基本
持平的曲艺小剧场，是在济南
大观园演出的茗曲阁。茗曲阁
由80后相声演员薛晓冬担任
负责人，运作方式也凸显出年
轻人的特点，薛晓冬说：“茗曲
阁相声大会以相声为主，而且
主要是传统相声。类似于现在
的网购，茗曲阁的相声是可以
在网上团购的，经过上百场的
演出，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粉
丝群，就是取我和我搭档高超
的名字的谐音，这个粉丝群叫

‘雪糕’。”

◆只有少数盈利

青岛曲艺社是目前山东
曲艺小剧场中为数不多的做
到略有盈利的小剧场。青岛
曲艺社负责人辛维嘉介绍，
青岛曲艺社成立近两年，一
直坚持市场运作，每周四、周
五、周六演出小剧场，另外还
搞话剧演出、引进儿童剧、做
旅 游 市 场 以 及 其 他 复 合 经
营，以此反哺曲艺小剧场演
出，“我们复合经营之一就是
去年承接了郭德纲在青岛的
演出，赔了一些，今年我们承
接了曹云金的跨年演出，很
有信心。”

除了小剧场固定的演员
阵容，青岛曲艺社在商业演出
中还搞了一个“主播说相声”
的创意，“一些商业演出我们
找企业冠名，让青岛观众耳熟
能详的电视台、电台的主播到
我们小剧场表演曲艺，人气和
效益都不错。”

对于山东曲艺小剧场的现
状，与会专家也给出自己的看法。

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赵连
甲表示，山东曲艺小剧场要想
重新追逐到观众，唯有靠特色，

“山东曲艺的重要特色之一是
山东方言，放眼国内曲艺界、影
视界，从山东曲艺方言中偷师
的比比皆是，李雪健、张国立都
受益于山东曲艺，如何把握好
山东方言在曲艺小剧场中的应
用，对山东曲艺来说是一个重
要话题。济南老一辈相声演员
张存珠的章丘话相声很有一
套，这是绝活。”

济南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济南电视台主持人张庆(阿庆哥)

在发言中直指山东曲艺小剧场
在发展中的几大弊病，即作品
少、乱赠票、不会经营。张庆说，
作品少，好的作品更少，没有作
品，整天说观众都听过的作品，
怎么能吸引观众？“赠票也对曲
艺小剧场甚至济南的商业演出
伤害极大，很多人情愿花200元请
客，不情愿花50元买票，觉得有人
送票很有面子，赠票、免费演出偶
尔可以有，但不可以长久。”经营
人才的匮乏也是曲艺小剧场面临
的一大问题，张庆认为，必须让专
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能说好相
声，不代表会搞经营。”

专家呼吁：小剧场要重回个性
本报记者 倪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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