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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率全国之先推出
“剧场管理标准”和“剧场服务标准”的上
海，昨天由演出行业协会牵头，与大剧院、
东艺、文化广场等 !! 家剧场正式签约试
行，以期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水准的
现代剧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朱克宁，阐
述了上海推出“两个标准”的高效和势在必
行。他说，文化部曾于 "##$ 年成立全国剧
场技术标准委员会，就是为了建立剧场相
关标准。“当时，全国几大城市都有想法，但
是 %年也没有结果”。时至今日，“上海率先
提出的‘两个标准’对全国标准的制定具有
推动和促进作用。”

参与试行“两个标准”的剧场包括大剧
院、东艺、文化广场、音乐厅、逸夫舞台、艺海
剧院、宛平剧院、城市剧院、宝山文化馆剧场、
大宁剧院和共舞台 &'聚场共 !!家。他们将
从 (月起，以 )至 *个月左右的时间，试行
“两个标准”，迈出标准化管理的新步伐。大剧
院、文化广场等经理认为，此举对剧场管理服
务和市民素养的提升，都有积极推动作用。

上海率先推出剧场!管理标准"和!服务标准"

!!家剧场"月起试行
! ! ! !家长想让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艺术表

演! 观众不想在殿堂里被小儿叫嚣干扰"""

这两个诉求都是合理的#

为每个人创造公平的欣赏空间$ 是每一

个人的社会义务# 准备带孩子去剧场看演出

的家长$也应有心事先培养孩子的礼仪#孩子

万一干扰了演出$ 家长也应有为其他观众着

想$ 带着孩子走出剧场的觉悟# 看到孩子入

场$其他观众也不必预设自己一定会被干扰#

每一个人都有意识得为他人留出足够的空

间$就不会彼此冲撞#

除了每个人%向内&的思量$向外拓展解

决方案也不失为另一条思路#家长的初衷$是

让孩子提升艺术素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创

造%家庭音乐会&'%亲子互动艺术&等各类针

对儿童和家长的演出活动'文化课堂$依然能

让孩子感受剧场的艺术魅力( 如果剧场演出

确实不适合孩子观看$ 那么海报上' 宣传册

上$ 是否应该写明)%不适合 !"#米以下儿童

观看&$做到事先告知(丰富节目资源'明确年

龄定位$都不失为%事先&就解决问题的捷径$

矛盾就不会仅落在剧场一方#

如果$我们也能公平给予儿童欣赏艺术的

空间$同样也可以摸索出公平给予老人'残障

人士等各类特殊人群欣赏艺术空间的可能#

有人说$幼儿能坐飞机是因为%必须&"""

母亲不可能带着娃走路从北京到上海!而幼儿去

剧场%不是必须&"""艺术不是生活%必需品&#

艺术很%公平&$从不%偏爱&什么人$但也并

非不食人间烟火#艺术$不正是靠着%不是必须&

的东西$才让人有点追求$才推动社会有点进步

吗( 我们都应为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欣赏空间而

尽力# 朱光

艺术!是生活
"必需品#吗#

! ! ! !上海将试行的“剧场管理标准”和
“剧场服务标准”，是连日来经过 !## 多
位专家反复论证后的第三版，对于剧场
和观众都提出了要求。试行的 )—* 个
月，就是同时“考验”剧场和观众的过程，
最终版就取决于双方的“表现”。

剧场里的公共安全，被放在压倒一
切的非常重要的地位。原本已经包括演
出安全、观众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
演出安全等内容，第三版中对人为破坏

活动又作了新规定，强调剧场必须加强
安检，安全监控设备全覆盖。

因此，今后进入剧场都像去机场、进
地铁一样，过安检门成为必经之路。观众
应该有序、礼貌地配合保安指示后入场。

着眼于从小培养少儿对文艺演出的
兴趣爱好，原本“!+"米以下儿童不得入场”
的规定放宽为“!+"米（含!+"米）以下儿童在
成人陪同下持票入场观演。服务人员应给
予协助，使入场儿童安静观演。”

多大的儿童可以进剧场欣赏非儿童
剧类的演出，始终是带儿童的家长和不
带儿童的观众之间的矛盾———双方还会
把矛头一并指向剧场方。这一规定的推
出，既创造了让儿童接受艺术熏陶的可
能，也尽力保障了剧场内成人观众拥有
良好的观演环境，还对剧场服务人员的
水平提出了要求。只是，在具体落实时，
就要考验三方的素质和智慧了。能否做
到规定严格、处理灵活。本报记者 朱光

多大儿童可以进剧院看戏$

! ! ! !本报讯“王诚强山水画展”)月 ")日在
杨浦区海上海步行街 (!号智基文化馆举行，
展出的山水画精品有 %#多幅。 （吴建平）

王诚强山水画将展出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据权威部门统
计，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尚有 ),(个剧种，"#!"
年就只有 "$*个了，其中有 ,(个剧种还只有
一个职业剧团或民间班社，情况十分危急。”
昨天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七届理
事会第三次会议上，江苏省剧协主席汪人元
在小组讨论和全体会议小结上两次提出地方
戏曲目前处境困难，虽然其中绝大部分都被
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从事戏曲理论工作多年的汪人元表示，
由于地方戏曲成才难收入低，行业优势日益
衰弱，戏校招生难，原有的人才也在不断流
失，因此“戏曲当前人才低端化、观众老龄化

的情况非常严重。”同时，戏曲剧团的演出也
越来越少，汪人元还引用山西省剧协史佳花
的话说，山西原有民营剧团 "##多个，去年倒
闭了近 -#.。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 "!#余种地方戏曲
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汪
人元认为绝大部分并没有被真正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来保护，“剧团已经转企，但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不能转企，当前要以抢救的态
度来做好地方戏的传承保护工作。”

汪人元建议，各地方戏曲要加紧开展拜
师学艺工作，同时建立民族戏曲非遗传承展
示演出的制度，因为戏曲的保护需要活态，
“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国家给钱养起来就

行。”另外汪人元还提议要重视并保障戏曲教
育，保证人才培养和薪火相传。

同时，汪人元还认为要建立一个良好的
创作演出生态应该是多推出优秀作品，其中
应该包括高质量的传统剧目和优秀的移植剧
目，并建议举办移植的优秀剧目汇演，改革现
行的评奖制度。

人才低端化 观众老龄化

以抢救态度做好地方戏传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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