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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到 9 月 22 日，辽宁芭蕾
舞团以 65 人超大队伍在美国和加拿
大进行国际巡演，以家喻户晓的《花
木兰》和备受期待的《中外芭蕾精品
晚会》在世界舞台上开启了讲述中国
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探索之旅。

巡演所到之处不仅让外国观众
惊呼中国的芭蕾舞好看，而且肯掏出
真金白银消费。这是辽宁芭蕾舞团
在商业巡演领域的一次重要探索，并
且在巡演过程中完全运用了欧美演
出市场规则，使得我们赚了美元讲好
了中国故事，又输出了中国文化。

昨日下午，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采访了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
副主任、辽宁芭蕾舞团团长曲滋娇。

全市场化 不送票不打折

美国的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
顿……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伦多
……提起这次北美巡演的近 20 场演
出和文化交流活动，曲滋娇仍然兴奋
不已，称这次辽芭的北美巡演是一次

“拓荒式的尝试”。和以往艺术院团
在国外演出不同的是，辽芭的巡演是
与北美当地演出商合作，完全秉承市
场化运作，没有赠票，也不打折，所以
想要让北美观众掏钱包，唯有策划、
宣传、预热等等方式。

当地时间 8月 22日，一袭戎装的
演员们在辽芭首席主演于川雅（花木
兰扮演者）的带领下，走上纽约时报广
场街头，进行了一次“木兰”快闪活

动。在最时尚的美国街区演绎最古老
的中国故事，这种碰撞、反差融合出了
一种独特韵味。很多当地市民驻足观
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更有眼
尖的市民直接喊出了“mulan”。

这种预热方式赢得当地合作的主
流媒体争相报道，怎样让欧美观众更多
地了解辽芭、了解芭蕾舞剧《花木兰》，
这是扩大影响力的方式之一。

曲滋娇还提到了常规操作的“芭
蕾舞大师班”，于川雅讲解授课，敖定
雯负责现场展示，这种大师班让当地
观众能够近距离与顶级芭蕾舞演员
接触，培养舞蹈兴趣，增进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

也正是在商业化运作下，辽宁芭
蕾舞团原创中国芭蕾舞剧《花木兰》
在纽约林肯中心完成了华丽绽放，各
方好评如潮，媒体报道不断。更重要
的是，全场八成观众均为买票入场，
其中 60%为美国观众，40%为华人观
众。这种场面是中国舞蹈院团在欧
美商业市场中难得一见的。

中国芭蕾人以自己的方式和实
力，做到了让中国故事惊艳美国。首
演所在的林肯大剧院总经理大卫感
慨道，“有很多艺术团体到林肯大剧
院演出，但你们的《花木兰》和中外经
典作品演出我可以给你们竖大拇
指。你们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家，我真

正看到了中国的文化，也看到了年轻
艺术家们的功力。”

巡演余热 着手寻根培训

在辽宁芭蕾舞团已经返程回国
的日子里，辽宁芭蕾舞团在美国、加
拿大两国近十座城市的巡演仍然不
断有报道刊出，曲滋娇称之为“余温
不断”。

其实为了让观众能够对演出念
念不忘，辽芭还留了一手。在这次巡
演中，让曲滋娇惊喜的还有“花木兰”
衍生品的热销。

在同行的人看来，曲滋娇真是钻
进了“钱眼”里。在美国演出时她检
查完所有演出流程后，急三火四地跑
到剧院大堂去卖书签、T恤、项链等等
花木兰周边产品，拦都拦不住。

“最后我算算账，那一场的周边
产品就卖了1300多美元，一件T恤20
元美元，比国内贵了一倍多。”更令曲
滋娇自豪的是，演出开场生意惨淡，
演出中场休息15分钟，观众已经抢着
买起来，待到散场，又是一波销售高
潮，准备的周边产品基本销售一空。

“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演出他们
爱看，喜欢看，想要买我们的周边产
品，买到手他们会炫耀，会宣传，会讲
给别人听，就有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在曲滋娇看来，这次巡演的收获
赚到了商业巡演的重要经验，赚到了
美元，赚到了整体队伍的成熟，最重
要的是真正把中国文化输出到了北

美，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听懂中
国故事。

“我们选择花木兰这个题材，首
先要承认迪士尼动画片的影响力，木
兰承载的精神内核是中国的，但对
爱、战争的表达是世界的，很多外国
观众看过舞剧后都说，‘我们看懂
了’。这很重要，我们能够多吸引一
些观众，多刊发演出信息，多宣传我
们的中国故事、我们辽宁芭蕾舞演员
阵容，当地观众可能就更了解中国、
了解辽宁一些，这种文化输出会直达
内心，影响深远。”

曲滋娇特别提到，在巡演各地她
都与演出商和当地培训机构沟通，确
定辽芭的外国生源培训计划，并且已
经提上日程。

“我称之为‘寻根’计划，让当地
华人的孩子到中国来，亲眼看看他们
的祖国如今繁荣昌盛，接受我们的文
化艺术培训，让他们了解中国，爱上
中国和中国文化。”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
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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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浑河岸边一颗“大钻石”冉冉
升起。

而自从沈阳喜提这颗“大钻石”，就变成了
能看到国际国内顶级艺术作品的城市，变成了
文艺爱好者竞相赶往的城市。方寸舞台，海纳
天地。盛京大剧院引进的高雅艺术作品数次刷
新这座城市的纪录，每一年都为观众创造新的
惊喜。沈阳文化底蕴很厚，但以前就像是埋在
土壤地下，等待有人将它挖掘出来，正如著名话
剧导演赖声川所说：“如今，沈阳在文化方面长
大了，成年了。”咱沈阳人，终于也迎来周周有戏
看、家门口就能欣赏全国乃至世界顶尖好戏的
日子。“听交响•看名剧•到盛京”。

相信很多人仍记得第一次走进它的心情。
歌剧厅的恢宏大气令人惊叹，无论坐哪儿音效

“无差别”的音乐厅让人好奇，而散发着木质的
清香的多功能厅是真正的“多功能”，工作人员
的微笑总是恰到好处。那时的我们可能还在这
个崭新的剧院迷路，而现在，到这里坐下来汲取
养分已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演出现场，认真地
为每一位艺术家鼓掌，演出结束，发条朋友圈，
和一同去的好友吃顿夜宵，来瓶老雪撸个串，再
讨论一下观演感受，这一天，圆满。

让观众“坐下来”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儿。从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高水准演出，到“高贵不
贵，艺术惠民”的票价、定期举办的公益讲座……

“大钻石”这么努力，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看戏？
2019 年 10 月，盛京大剧院迎来 5 周岁生

日。这五年，1878场演出，150.9万人次观众，沈
阳人与这座文化殿堂“大钻石”一同成长，它也
从未忘记与大家相遇时的初心，源源不断地为
沈阳人提供精神食粮。

唤起沈阳人对艺术的执念
和渴望

建筑工程自 2008 年 9 月奠基开始，历时六
年建成，2014年10月，闪烁在沈水之滨的“蓝色
钻石”正式定名为盛京大剧院，并移交市文广新

局，委托沈阳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全权负
责剧院的经营管理工作。仿佛一夜之间，沈阳
高端文化活动陡然增大，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
台上盛京大剧院成为搜索热点。

一座城市因为一座剧院而远近闻名，与其
说剧院提升了城市的规格，还不如说是演出让
城市沾染了艺术的氛围。五年来，盛京大剧院
依托保利院线丰富的演出资源，持续引进一年
一度的“新春演出季”和“打开艺术之门”。剧院
更为丰富沈阳文化演出市场，引进“戏剧季”“国
际音乐周”“百老汇原版音乐剧”等系列演出。

对于观众来说，足够丰富，才谈得上选择。
舞台剧、话剧、歌剧、演唱会、音乐会、音乐剧、芭
蕾舞、现代舞……几乎所有的演出类型都曾在
盛京大剧院上演过。如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
音乐会、李云迪钢琴音乐会、维也纳约翰•施特
劳斯管弦乐团新年音乐会、舞剧《大河之舞》、话
剧《暗恋桃花源》、话剧《戏台》、诗意歌舞剧《昭
君出塞》、经典原版音乐剧《人鬼情未了》《保镖》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

盛京大剧院给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高端的
演出资源，更培养的是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唤
起的是人们心底那份对艺术的执念和渴望。

培养观众文化消费和文明
观演习惯

培养观众正确的文化消费习惯，并非一朝
一夕之功。

盛京大剧院一直秉承“高贵不贵，文化惠
民”的原则，每场演出设置30元专属惠民票，力
求让低收入人群有机会走进剧院欣赏文化演
出。将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设立为“市民开放
日”，邀请文艺界专家学者开设话剧、芭蕾、交响
乐、歌剧等艺术形式的主题讲座，并对全市百姓
免费开放。

盛京大剧院还着重培养观众的观剧礼仪，
“我们要求每名员工熟知礼仪知识，对进场观众
进行耐心微笑的讲解，另外定期做好艺术知识
普及的惠民讲座，相信久而久之，好的观剧习惯

就会被培养出来，而沈阳观众也终会意识到文
明观剧不仅是对旁人的尊重，更是自身文化修
养的体现。”

用艺术教育培养城市未来
的花朵

盛京大剧院每年暑假均会引进“打开艺术
之门”系列儿童剧的演出，至今已经是第五届，
俨然成为沈阳的高端儿童消费品牌。学习艺术
要从娃娃抓起，盛京大剧院用国际化的儿童剧
资源，用最高票价100元最低20元的优惠，让越
来越多的少儿走进剧院观看演出，从小培养孩
子懂得用艺术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

剧院——一座城市的精神堡垒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剧院，则是文化的
承接载体。文化学者胡野秋认为：“高端文化设施
犹如城市的‘金字招牌’。对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不
言而喻，而文化中心城市会形成轴心，吸引周边卫
星城市的观众朝文化中心地带聚拢。”一座城市，
就像一个人，他的气质既是与生俱来，又来自后天
的修养和锻造。对于我们沈阳来说，与生俱来的
是它几千年悠久文化的积累，后天的修养和锻造
则来自于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对城市文化的经
营。剧院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堡垒，像我们都知道
悉尼的歌剧院、维也纳的金色大厅、纽约的百老
汇，已经和所在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这座
城市最响亮的文化名片。

“要想知道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看看它的
剧院就知道了。”有人说国家大剧院是中国文
艺界期盼了四十余年的一个梦想，那么沈阳盛
京大剧院，则标志着沈阳百姓有了属于自己的
国际水准的艺术殿堂，沈阳城多了一座蜚声海
外、独一无二的地标建筑。盛京大剧院投入使
用五年来，通过它的演出品质、服务管理、艺术
普及等方方面面，让沈城观众切身感受到它的
气质和品格。 刘振宇

浑河岸边美丽的“大钻石”5岁了

一座剧院到底能给沈阳带来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