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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掌门人

“打飞的”来厦看剧越来越普遍
闽南大戏院执行董事、总经理罗艳解析厦门演出市场新特点新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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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观众，为城市

文 化 发 展 注 入

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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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春节刚过，闽南大戏院执行

董事、总经理罗艳就忙着进行剧

场的修缮工程，为接下来的演出

做准备。

从2012年年底来厦加入闽

南大戏院至今，罗艳在这座城市

已经扎根12年。她也见证了厦门

文艺演出市场从少人问津到几乎

场场爆满的飞速发展，对厦门演

出行业发展有着深入的思考。

2023年以来，全国演出市场

延续上行趋势，供需旺盛，市场活

跃。根据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

《2023中国演出票务行业研究报

告》，去年前三季度，全国营业性

演出实现票房收入315.4亿元，比

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幅达

84.2%。2023年，厦门演出市场

也持续火热，产品供给多元化，呈

现供需两旺的局面。

新的一年，厦门演出市场如

何发展？未来将呈现哪些新特

点、新风向？又有哪些问题需要

解决？近日，记者独家对话罗艳，

听听她的见解。

谈市场变化
观众买票看剧成为常态

罗艳是湖南人，一位“80

后”。这位“湘妹子”在海外读硕

士，毕业回国后就进入了演出行

业，至今扎根这一领域已有17

年。她先后在长沙、广州等地的

知名剧院工作。2012年12月，受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委派来到厦

门，进入闽南大戏院。

据悉，闽南大戏院项目总投

资4.3亿元，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

米，它的建成填补了厦门没有专

业剧场的空白，成为福建首家实

行“央地合作”模式运营的剧院。

不过，罗艳刚来厦门时，厦门文艺

演出市场还比较薄弱，售票的商

业演出常常观众寥寥，与北京、上

海等相对成熟的市场相去甚远。

“近年来，厦门演出市场发生

了诸多变化——演出形式更多样

化、演出剧目增多、观众艺术欣赏

水平不断提升、场馆设施越来越

完善，越来越多大型优秀剧目陆

续落地厦门。”罗艳说。

以闽南大戏院为例，戏院成

立至今共举办演出超过1000场，

举办与演出配套的艺术活动逾

600场，累计接待和服务人数超过

100万人次。“2023年，戏院带来

了近200场精彩演出，接待观众超

14万人次。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

爱好者在这里欣赏了法国原版音

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音乐剧

《剧院魅影》中文版、杨丽萍2022

版舞剧《孔雀》等重磅演出。”罗艳

说，目前越来越多人买票走进剧

院看剧，这已成为一种常态。

谈工作规划
将持续引进更多优质剧目

罗艳说，经过多年发展，如今

厦门演出市场不仅有传统戏曲、

音乐会、话剧等演出形式，还涌现

出音乐剧、脱口秀、舞剧、流行音

乐演唱会等众多新的演出形式，

为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

罗艳看好2024年的演出市

场。她说：“我认为，厦门演出市

场将继续发展壮大，不断推出更

多高水平的演出，吸引更多观众，

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今年，罗艳给闽南大戏院定

下了目标：持续引进更多优质剧

目，包括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

母院》《唐璜》等。“今年5月，我们

将为观众带来2024年闽南之春

演出季，涵盖中国歌剧舞剧院舞

剧《李白》《赵氏孤儿》《昭君出

塞》，陈佩斯话剧《惊梦》等精彩演

出。”罗艳说，戏院还将开启原创

舞台剧《遗失的第24个白键》第二

轮巡演，演出地点在北京、上海、

广州、台湾等地。下半年，戏院将

重启两岸艺术节，届时将上演一

系列台湾优质院团的经典作品，

闽南大戏院艺教艺术团也将赴台

研学交流演出，力争做到“引进

来，走出去”双向发力，齐头并进。

谈消费结构
年轻人成观演“生力军”

疫情过后，国内演出市场从

观演人群、消费特点到产业模式、

消费场景等，都与疫情前表现出不

同的特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的数据监测，中

国演出市场消费主力为18岁至34

岁的年轻人群，该年龄段人群在购

票观众中占比连续3年超76%。

从消费群体结构看，“00后”逐渐

成为演出市场的主要力量。

罗艳一直关注演出市场的新

变化。“随着文化教育普及，观众

的文化素养在不断提高，对演出

品质和内涵有更高的要求，各年

龄层的观众也加入观演行列，年

轻人和学生群体成为观演‘生力

军’。”罗艳说，近年来，有不少年

轻观众跨城、跨省“打飞的”来厦

门观看演出，这种现象变得越来

越普遍。这与厦门丰富多彩的演

出市场、高水平的演出团队以及

优越的城市环境密不可分。

谈产品迭代
“小而美”演出产品兴起

当前，随着文化消费升级，演

出产品也不断更新换代，一些不

拘泥于传统演出形式的“小而美”

“小而精”的演出作品，不断充实

市民的文化生活。

“这也是厦门演出市场的新

亮点。”罗艳说，近年来，厦门不少

剧院都致力于小剧场及新兴原创

作品的演出。此前，闽南大戏院

推出“小剧场高清放映系列”演

出，为观众高清放映英国国家剧

院、百老汇、维罗纳竞技场等世界

知名艺术机构的经典剧目。此

外，厦门推出的“光·剧场”艺术扶

青计划，以实验性小剧场为特定

创作空间，扶持优秀文艺作品，发

现、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提供了

一个崭新的艺术输出平台。

“今年，闽南大戏院将为大家

带来新喜剧现场秀《今夜，主打一

个爆炸》、小剧场香港先锋项目等

演出，依托小剧场的场地特点，让

观众与剧情、舞台和演员产生联

结互动。”罗艳期待这些具有创新

性、独特性的产品不仅能丰富演

出市场的内容，也能为观众带来

全新的观赏体验。

谈人才培养
应重点培养本地青年人才

当前，厦门演出市场呈现蓬

勃发展的态势。但是，与演出行业

比较成熟的城市相比，厦门演出市

场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场地资

源相对有限，导致一些大型作品的

演出安排受限。”罗艳说。

她认为，厦门需要新建更专

业、功能性更强的全新剧场和音

乐厅，引进更多专业性强的艺术

作品，给观众带来更美的艺术享

受。她建议，厦门在新建剧场时

可以考虑更多地结合建筑美学，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剧场，成为城

市“地标”，吸引更多外地游客来

打卡。

同时，罗艳还注意到，与上

海、北京等城市相比，厦门缺乏原

创人才和团队，这制约了演出作

品的生产制作。“原创性不足，本

地原创戏剧发展程度就不够。”罗

艳说，厦门拥有多家高校，每年都

培养出不少艺术人才，希望有关

部门能给更多优秀青年人才落地

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留住优秀毕

业生在厦门就业创业。

她还建议厦门重点培养本地

优秀青年人才，孵化一批属于厦

门本土的优秀作品，创作符合当

今年轻观众需求的作品。“大制作

演出项目，因为涉及服化道的高

额成本，走出去进行市场化巡演

比较艰难。所以，更应鼓励小而

精、精而优的作品孵化。”

谈市场生态
应采取措施打击“黄牛”

过去一年，大型演唱会、音乐

节项目呈现超强的“吸金”能力，

而小型演出或中腰部艺人演出在

流量、宣推资源等方面仍存在劣

势。专家预测，未来的现场演出

需求可能从狂热逐渐回归理性。

对此，罗艳表示，演出市场存

在明显的“二八定律”现象，规模

不同、内容差异的演出产品，在市

场表现上必然存在差异。但她认

为，要想保持演出市场繁荣有序

发展，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为观众

呈现更优质、丰富的演出内容、更

便捷的购票体验。“演艺市场要紧

扣需求，加速多元业态创新，着力

打造主题性、特色类旅游演艺产

品，以多样化、高品质供给满足消

费新需求。”罗艳说。

要保持演出市场良性发展，

还需要维持健康的市场生态。罗

艳表示，当前国内出现了不少大

牌歌手演唱会、剧场演出“黄牛”

泛滥的情况，这种行为既扰乱了

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有关部门应采取有力措

施进行打击。消费者也应提高警

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共同促进

演出市场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