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戏聚星期六”形成戏剧新模式 

  2009年全年，深圳观众欣赏了40场戏曲演出，共有18个剧种、100多个折子戏，20多位梅花奖得

主、120多位中国各个剧种、各个流派及行当的名家、名角为观众举办了戏曲艺术欣赏讲座和演出、

互动等。一些大型的戏剧活动如“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15周年艺术讲座与梅派艺术专场”等活动也

率先在深圳举行，观众爆满，一票难求。 

  深圳的戏曲氛围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显得特别浓郁，这一切都来自一个重要的活动——“戏聚星

期六”。 

  “戏聚星期六”每周六下午3点在深圳大剧院音乐厅举行，所需经费来自市宣传文化基金，市民凭

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领票。倘若开场前还有空位，可邀请正在场外等候的观众入场观看。许

多场演出已经爆满，也邀请戏迷入场加座观看。因此，在深圳大剧院，每逢周六形成了一道看戏等戏

的独特景观，人气特别旺盛。出现了当今戏曲演出极其罕见的场面：无一张票浪费，无一个座位空

缺。 

  笔者曾经撰文评论“戏聚星期六”这种形式，是政府花钱为市民唱堂会、政府花钱给市民享受文

化福利，延续了中国戏曲古老的生存方式即“一家花钱，百家看戏”的传统公益性戏剧模式。（《深

圳的公益戏剧模式值得推广》见2009年4月23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种传统的公益性戏

剧生存模式，在深圳复活并升级成公益戏剧，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让前来参加演出的众多艺

术家赞叹不已，也让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有关领导十分惊喜，认为应该在全国推广。 

  戏曲艺术在承传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塑造民族性格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而传统戏曲艺术在当

代，面临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由于旧的体制原因，戏曲艺术院团的生产、经营和生存等等，很大

程度上背离了戏曲艺术应有的生存规律和传统的生存模式。中国当代的戏剧演出，简单地使用了大城

市的剧场经营模式，除卖票之外再无其他。商业操作的戏剧演出，均冒着极大的风险，主办方都是揪

着心在办。策划和主办者往往是出于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宁愿赔钱，道义上、精神上是让人感动，

但对戏剧市场来说，作用微渺。记得几台曾经获得过“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的戏来深圳演出，

名家名角荟萃，而卖票的情况同样令人沮丧，实际上造成巨大的浪费。 

  由于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戏曲艺术从原来的大众艺术逐渐成为少数人的爱好。这种窘迫的状

态，犹如被破坏的文化生态，亟须理性地涵养与扶持，使其逐步恢复生长机能，而不是在其市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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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尚未强健的时候简单地推向市场。一场戏曲演出，如果用简单的卖票销售，在许多地区都是不成

功的。你要戏剧与其他娱乐方式在同一个商业平台上去竞争，还不如直接杀了它。 

  因此，扶持传统戏曲艺术，有保护文化生态的意义。政府花钱，为市民举办公益性演出，走的却

是高端路线，邀请戏曲界的顶尖级艺术家为观众讲解赏析经典戏曲，也是为戏曲培养观众的最佳方

式。“戏聚星期六”一票难求，成为深圳戏曲观众的一个精神牵挂，说明政府的钱没有浪费。有媒体

甚至认为在深圳“戏聚星期六”如果坚持下去，会将深圳培育成中国继京津、上海之后的第三个戏曲

中心。我觉得成不成中心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市民有戏看、有好戏看、有好角儿看。当今的戏剧观众

也需要培育，让观众懂戏，会看戏，成为内行观众而不是纯粹的娱乐者。观众知道对戏剧提要求了，

戏剧的发展动力就来了。 

  文化艺术院团的体制改革，也可以从“戏聚星期六”活动中吸取一点经验：政府不一定要养艺术

院团，但是政府可以为市民购买艺术院团的优秀艺术产品。那种认为艺术院团政府应该包养的思维显

然不利于艺术生产，认为政府应该将艺术院团甩向社会、抛给市场的思维更不利于艺术生存。深圳

“戏聚星期六”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给人很多启示。 

（摘自 《深圳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