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舞带你寻回宝岛台湾艋舺街头文化

! ! ! !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观
众成为中国剧场观众的主力，
优质口碑剧目下沉至三四线城
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等近日发
布《!"#$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年 (月 )%日，我国手机网
民规模已达 $*''亿，网民通过手
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移动支付已从“山珍海
味”变成了“家常便饭”。而由此衍
生出来的电子票消费及无设备
验票也更多的应用到了演出市
场。目前最大票务平台大麦网的
电子票覆盖率超 -%,，无纸化已
成大型赛事节展的“标配”。

人工智能
助推现场演出
+月 $日，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主办的 !%&'中国（北京）演
艺博览会开幕论坛透露，大麦
网曾在北京国际长跑节、郑州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杭州中国
国际动漫节、新疆库尔勒“国际
军事比赛.!%&'”、上海 /0123456

游戏展、大连青岛啤酒节等多
个大型项目中都采用了无纸化
操作。

电子票是在纸质票基础上
推出的一种方便、快捷的电子
认证形式。以往用户只能通过
快递或上门取票的方式获取纸
质门票，现在用户可以凭借二
维码，直接扫描入场，极大地简
化了入场流程。与此同时，随着
电子票及无纸化的普及，门票
的流转过程可被追溯到源头，
对于不法分子投机倒把兜售假
票能够起到重要的防范作用，
有助于进一步规范票务市场。

报告指出，未来，云计算、
人脸识别技术也将广泛应用于
大型演出现场，提升用户入场
便捷性，提高安保防范，领跑
“智慧现场”时代。

年轻!高知女"

领风尚
数据显示，!"&$ 年演出市

场总体经济规模 -'+*7& 亿元，
相较于 !"&(年的 -(+*!!亿元，

上升 -*)!,，变化并不大。但近年来，中国现场娱乐消费市
场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男性主导的消费格局正逐渐
被高学历、高收入女性日渐提升的消费需求所刷新。
报告显示，中国现场娱乐观演人群中女性居多，占比达

(&,，远高于男性的 )+,，尤其在话剧歌剧、音乐会、舞蹈芭
蕾等剧场类演出中，女性用户更是高达 (-,，票房贡献度
几乎是男性的 !倍。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剧场观众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高

达 +),。从年龄层上看，+7后现场娱乐消费升级提速最快，
特别是在演唱会品类上，几乎是每 &"个观演用户中就有 )

个是年轻学生。当然，消费能力最强的还是 !7岁.)+岁的
中青年家庭用户，占比达 77,。

演艺市场下沉至三四线城市
报告显示，!"&$年中国演出市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

演出达 !-""场，较去年上升了 &-*!+,，票房收入 )$*(-亿
元，较去年却只提升了 $*+&,；剧场演出 +*)万场，较去年
上升了 7*-',，票房收入 $$*!&亿元，较去年只增了 -*!$,。
由此可见，现场娱乐消费正在“亲民化”。某种意义上，这也
促使了演出市场的下沉。
以演唱会市场为例，头部艺人资源从北京、上海、广州、

杭州、青岛等一二线城市，向台州、镇江、衡阳、安顺、达州等
三四线城市的下沉。以张学友“8 /93::1; <5=>学友·经典”
演唱会为例子，两年的时间去到了全国 &%%多个城市，+月
$日刚在贵州遵义结束第 &'-场，现场 -万歌迷座无虚席。
与此同时，焦作、咸阳、安庆等场次已在火热销售中了。而业
内资深人士分析认为，“优质口碑剧目”的“下凡”是剧场类
演出向二三线城市下沉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经过多年的
市场积累，一些优秀的戏剧演出团体已经形成了 ?@化的品
牌影响力，同时，热门小说、影视剧、游戏的舞台化改编热潮
也迎来了预想的口碑炸裂。例如开心麻花、孟京辉、赖声川
等话剧，几乎拿下了话剧市场的半壁江山，《巧虎》《你看起
来好像很好吃》等儿童剧则备受二三线城市家庭消费喜爱。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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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时隔三十余年，汇集沪苏两地京昆
表演名家的京昆传奇《铁冠图》将于 +月
&'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蔡正仁、史依
弘、奚中路、柯军、胡璇等梨园名家将带
来《对刀步战》《别母乱箭》《撞钟分宫》
《刺虎》!剧照见题图"四出文武兼备的经
典戏码。压轴出场的《刺虎》颇不寻常，这
出梅派经典剧目已六十余年未上演，史
依弘表示，此次捡回遗失的骨子老戏，也
是梅派剧目在当代的一次丰富。
《刺虎》又称《贞娥刺虎》，讲述了

宫女费贞娥，欲为君报仇，假冒公主伺
机行刺李自成的故事。不想李自成将
她赐予“一只虎”李过成亲。洞房之夜，
费贞娥假献殷勤，将李过灌醉刺死，然
后自刎。梨园常有“京昆不分家”的说
法，这出《刺虎》常见于各大昆团的舞
台，可在京剧界，自从梅兰芳之后，却
几乎绝迹，甚是惋惜。据记载，梅兰芳
访美期间，《刺虎》是最受美国观众欢
迎的一出戏，不仅上演次数最多，演毕
谢幕也高达 &7次。
此次史依弘为演出试图搜寻一些影

音资料，可梅兰芳留下的众多资料里，有
关昆剧的并不多。所幸，&++'年戏曲研
究者陈超曾向梅兰芳的亲传弟子李金
鸿、梁小鸾问艺，请 !位老艺术家根据记
忆复排梅兰芳所演的《刺虎》，花了近 )

个月才排出来。听闻史依弘要演《刺虎》，
身在北京的陈超立刻联系上史依弘为她
说戏。
与此同时，史依弘还请教了梅兰芳

的义女、著名华裔表演艺术家卢燕。&+-7
年，抗战胜利后，蓄须辍演多年的梅兰芳
以一折昆曲《刺虎》重上氍毹。兰心大戏
院一票难求，卢燕作为梅兰芳的家人还
是趴在戏院二楼的栏杆上看完整场演出
的。史依弘向卢燕请教了一个细节，当费
贞娥杀完李过之后，宫女有没有上场。卢

燕肯定地说，没有上场，这与如今昆曲舞
台上演出的细节相悖，却与陈超所述的
一模一样，这下史依弘的心定了，踏踏实
实向陈超学完了整出戏。
复排老戏，忽略了一两个细节观众

可能看不出来，但如果十处八处都不对，
那就不是一出好戏了。史依弘说：“好看
的戏都是细节堆出来的。”为此，她力求
还原梅派精髓，将细节之美展现得淋漓
尽致。例如，费贞娥脱下宫女服，戴冠穿
蟒袍后，仍忍不住托腮，也不知整冠之后
需要捋穗，全无大家闺秀的端庄之态。又
如，洞房之夜费贞娥想要刺杀李过，紧张
地抖了两抖水袖，可一看自己穿着蟒袍，
又强行给自己打气，强装镇定。当费贞娥
看见人高马大的李过，发现自己全然不
是他的对手，一下子腿都软了，)步之内
即彰显人物的紧张内心。
史依弘认为：“费贞娥只是一名为主

报仇却从没有杀过人的普通宫女，而不
能将她脸谱化地塑造成如同聂隐娘一般
的职业女刺客。”费贞娥的力量含而不
露，只在关键时刻爆发，表现负面情绪时
也要照顾人物的美感，绝非以往戏曲中
塑造的传统女性形象，也因此更具看点。

本报记者 赵玥

! ! ! !史依弘挑战京
昆传奇!铁冠图"

重现
60年前
梅派《刺虎》

! ! ! !云门舞集的舞蹈作品一向给
人一种文雅而克制的美感，而云门
舞集的附团云门舞集 !因为众多青年
编舞者的加入，风格却截然不同。&%月
&+日至 !&日，云门 !将在东方艺术中
心带来现代舞作品《十三声》，这部作品
充满原始的血性与市井气，对熟悉云门
作品的观众，或许是一次不小的心灵冲
击。
《十三声》以宝岛台湾上个世纪 (%

年代艋舺街头的传奇人物为创
作原型，引领观众一同回味台湾
古老的文化记忆。这个传奇人物
就是“十三声”，他偶
尔现身艋舺庙宇旁，
凭一人之力撑起一个
剧团的表演内容，声
音时男时女、忽老忽
少，因此得名“十三

声”。此人说书、演戏、唱歌、敲锣、卖
膏药，样样精通。只要他一出现，街坊
邻居便会高喊：“十三声，十三声来
了！”
这个故事源于云门 ! 艺术总

监郑宗龙母亲的亲身经历，尽管郑宗
龙本人并未见过“十三声”，但听到妈
妈讲起这个人，总会联想到自己儿时
在艋舺街头卖拖鞋长大的记忆，熙熙
攘攘的街头，三教九流汇集之地，有着
最鲜活的生命体验。如今，“十三声”已
不复存在，郑宗龙却带着年轻的舞者
们穿梭艋舺，从寺庙过茶室、绕巷弄，
把那一代代的记忆、一点一滴的文化
找回来。即将再现的《十三声》，是广义
的舞蹈，是舞者的说、念、唱、跳。《十三
声》的音乐创作暨统筹是林强，曾凭
《刺客聂隐娘》获得过戛纳影展最佳电
影配乐。 本报记者 赵玥

“十三声，十三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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