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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北京市东城区各大剧场内别

有一番热闹景象。7 月，中国儿童戏剧节在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盛大开幕；北京人艺的首

都剧场、曹禺剧场和实验剧场，多部优秀剧目

同时上演；中央歌剧院剧场的开幕演出月，为

观众带来多场精彩演出……

近期，东城区制定出台《东城区进一步

推进“戏剧之城”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这是继 2020 年 9 月

《贯彻落实“崇文争先”理念 进一步加强“文

化 东 城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2020 年 - 2025
年）》公布后，东城区在新时代关于戏剧与城

市融合发展的系统规划，也是“大戏看北京，

好戏在东城”，促进戏剧演出繁荣发展的一

个剪影。

从“大戏东望”到“戏剧之城”

在美术馆后街，77 文创园安静地坐落于

此。园内，红砖墙面的小楼带着浓厚的时代

气息，大烟囱、烫金模切机等工业遗迹被保留

下来，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北京胶印厂，

如今成为以影视、戏剧为主题的文创园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周边戏剧、影视资

源非常丰富，于是考虑将园区定位与东城区

推进‘戏剧之城’建设发展的方向相契合。”77
文创园运营方有关负责人李明说。

园内的 77 剧场可容纳 200 多名观众，两

岸小剧场艺术节、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部分

演出单元等文化活动曾在这里举办，而这只

是 77 文创园戏剧生态中的一环。这里还包

括贾樟柯工作室、无用生活空间、单立人文化

等多家知名企业，它们聚合出园区鲜明的主

题生态，并推动园区内上下游企业合作。

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的文化资

源优势明显，戏剧资源得天独厚。他们正把

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戏剧之城”正在

崛起。

如 今 ，在 这 片 41.48 平 方 公 里 的 区 域

里，注册登记的表演团体有 51 家，其中大部

分从事戏剧的艺术生产；28 家不同规模的

剧场星罗棋布，包括建在一个普通四合院

的 北 京 首 家 民 间 独 立 小 剧 场 —— 蓬 蒿 剧

场；以中央戏剧学院为代表的高等院校、研

究机构，则为东城的戏剧演艺事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2007 年东城区提出“戏剧东城”的发展

理念，十余年来，逐步成为全国戏剧产业链条

最完整、戏剧生态最好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

最有影响力的戏剧中心之一，不仅为戏剧人

搭建了展现才华的平台，而且初步形成了一

个良性发展的产业链条。

东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

多年来还致力于东城百姓的文化参与感。“戏

剧体验”“戏剧开讲”“戏剧一帮一”逐渐成为

东城的文化特色，让戏剧走近百姓，使“看戏

剧、学戏剧、创戏剧、演戏剧”成为常态。

坚持内容为王

7 月 25 日下午，北京歌剧舞剧院排练厅

中，舞蹈演员们正复排舞剧《五星出东方》。

该剧是以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汉代织锦护臂为题材创作的舞剧，讲述了汉

朝将士“奉”与当地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

炎夏里，一位演员抱着水桶和水瓢，给将

士和居民送水解渴。“注意情绪饱满！”一旁的

舞剧团团长薛明倩不时轻声提醒主要演员，

随即眼光又瞟向后排的群演，“后边的群演表

情也要到位。”尽管排练厅里有三个空调和一

个风扇，但在这个 200 多平方米的排练厅里

还是显得微不足道，二十几位男演员“操练”

起来，上下舞动跳跃，不一会，身上的衣服就

被汗水打湿。

这样的排练场景，是东城区的各类戏剧

院的常态化画面。

东城区“戏剧之城”建设坚持内容为王，

将为戏剧消费提供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开辟“文商旅”深度融合，塑造高品质戏剧休

闲生活方式，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戏

剧文化需求为市场导向，培育戏剧发展土壤，

激发市场活力。

作为 推 动“ 消 费 平 台 ”升 级 的 举 措 之

一，“戏剧之城”官宣开心麻花戏剧新空间、

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以及“大麦新

空间——当然有戏”沉浸式剧场三个项目。

开心麻花戏剧新空间落地王府井东安市

场，作为全国旗舰店，用文化为城市更新赋

能，通过互动新戏剧、即兴戏剧、角色扮演等

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打造最潮的城市名片。

“戏剧之城”迈向新篇章

据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意

见》提出了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区

域戏剧资源的集聚效应，构建戏剧演艺全产

业生态链”，建设“中国戏剧创新中心”“国际

戏剧展示中心”“多元戏剧消费中心”“京味戏

剧体验中心”。

针对东城区不同机制、规模的戏剧资源

提出不同的建设发展目标，通过政策设计，引

导行业和社会力量关注戏剧发展由内及外的

方式和路径，推进差异化、多业态的戏剧产品

打造，引导戏剧与城市多维度的融合发展。

为了保障“戏剧之城”建设发展工作顺利

开展，《实施意见》的重头戏是“5+4+3”促进

体系，覆盖了戏剧产业的全产业链条。即布

局五大文化平台、夯实四大发展基础、落实智

库建设、资金投入、评估监测三大保障措施，

全面推进戏剧之城建设工作。以此形成“大

戏看北京、好戏在东城”的社会影响，将戏剧

艺术融合到城市发展中。

为将“戏剧之城”建设发展尽快落到实

处，配套的《东城文化艺术基金使用管理办

法》也同步发布，之后也将集约统筹东城区现

有演艺扶持类资金，通过一系列支持性服务，

使文化真正助力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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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看北京，好戏在东城”，北京市东城区初步形成了一个良性发展的产业链条，将

戏剧艺术融合到城市发展中。

“大戏看北京，好戏在东城”，北京市东城区初步形成了一个良性发展的产业链条，将

戏剧艺术融合到城市发展中。

“大戏看北京、好戏在东城”

打造一年四季不落幕的戏剧嘉年华

罗筱晓

最近，无论是大屏幕上还是小荧幕中，都出现了引人

关注的小演员。先有出生于 2013年的杨恩又，因在电影

《人生大事》中担任主角演活了淘气、率真又善良的孤儿

小文，让观众眼前一亮；后有电视剧《天才基本法》“芝士

世界”里主要出演的 4位小演员赢得了不少姐姐粉、阿姨

粉。而且相比于“横空出世”的杨恩又，《天才基本法》中

的小演员此前都有好几部出演的影视作品为之背书。

小演员，或者说“童星”，是演艺圈中合理存在但又特

殊的一个群体。合理是因为儿童、少年角色是部分影视

剧里必不可少的形象，只能由适龄儿童和少年来扮演。

特殊则是因为这一群体未成年，拍戏大多是接受家长或

导演的安排，尤其是儿童演员往往对“演戏”这件事并没

有确切的认识。

虽然可能尚不理解表演为何物，但有意思的是小演

员很容易在一部戏中出彩或“被看见”。这一方面因为他

们表现角色大多就是本色出演，什么年龄干什么事，什么

年龄有什么样的神态和动作。另一方面，由于小演员自

带的可爱外表和纯真模样很容易俘获观众的心，后者在

评价他们时标准也会相对宽松。

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小演员演活了角色，不如说是

角色成就了一个小演员。只是，这样的成就既是幸运，也

可能在未来成为一种障碍。

一直以来，童星的类型相对简单且固定。一类是因

为拥有某项技能而被选作演员，比如会功夫的释小龙和

滑雪技巧过人的“小栓子”苏翊鸣；一类是在影视剧的初

期扮演重要角色小时候的形象，这大多出现在古装剧中，

比如《芈月传》中萌化观众的小芈月刘楚恬；再就是少年

儿童本身就是重要配角乃至主角的作品，近年来最典型

的代表莫过于《家有儿女》。

不难看出，和常引起讨论的中年女演员一样，童星也

面临着角色选择不多、戏路较窄等问题。与成年人相比

更大的劣势是，孩子成长的过程犹如开盲盒，他们的性

格、个人风格都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再加上此前

自带的可爱、本色等光环随着年龄增长消失，不少童星长

大后再也没有能被人记住的角色。也因此，避免“出道即

巅峰”、尽早实现转型几乎是所有有意在演艺圈发展的小

演员必须面对的。

这几年，随着大量现实题材影视剧涌现，剧本和角色

对小演员的演技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场上应景出现了一

些以培养“小戏骨”为目标的节目、项目。不过，争议也由

此产生。一来一些以模仿表演为主的项目被质疑会破坏

孩子的灵气，二来过于综艺感的节目设定以及赶工式的

拍摄节奏可能对孩子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正如前面所说，童星是一个太过于特殊的群体，尤

其在互联网无处不在、流量四处涌动的当下，我们既需

要让那些确有表演梦想和天赋的孩子适量演戏磨炼演

技，又要避免他们被周遭的功利和浮夸裹挟，在娱乐圈

迷失自我。

说到底，成为童星只能算“一段奇遇”。有的孩子可

能在奇遇之后发现了真爱从而转向，苏翊鸣就是一个典

型的案例；有的孩子可能想要顺着奇遇之路继续探索。

不过就像滑雪爱好者与滑雪运动员之间有很长的距离，

童星与真正的演员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童星是童星
演员是演员

视 线G

在酷暑中在酷暑中““邂逅邂逅””一场展览一场展览
本报记者 陶稳

夏日炎炎，想知道最有文化、最惬意的消

暑方式吗？那就是出去看展。近期，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文化展览活动逐渐多

起来，据中国美术家网数据，目前，全国正在

进行的美术类展览有 60余个，还有 20余个即

将开展。大麦网展览休闲板块数据显示，正

在进行的各类展览达数百个。

历史文物展仍是“顶流”

近日，“2022 全国青年艺术邀请大展”在

上海海派艺术馆开幕，250 多名创作者的

600 多件作品汇聚一堂，成为青年艺术家交

流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和海派艺术的共融共

鸣平台。

在各类展览中，数量较多的、较受欢迎的

仍是历史文物展览。6 月以来，上海进入全

面恢复生产生活阶段，文化展览也相继重启，

从个人书画展到大型艺术展，市民文化生活

丰富起来。近期，上海奉贤区博物馆，正在展

出的“与天无极——陕西周秦汉唐文物展”吸

引了不少喜欢文物的展友。

这次展览汇集了陕西地区近年出土的

156 件（套）文物，除了秦兵马俑还有众多珍

贵文物亮相，共同呈现周、秦、汉、唐四个王朝

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据了解，7 月 22 日嘉德艺术中心和故宫

博物院携手合作的“崇威耀德——故宫博物

院藏清代武备展”开始对公众正式开放。展

览依照清宫武备的不同功用，分为“礼遇天

地”“神锋握胜”“宝冶凝涛”3 个单元，150
余件故宫武备文物按照不同使用场景有序

排列。

值得关注的是，在以往展览中这些刀剑

文物通常不会“出鞘”，但此次武备展它们都

会“亮剑”，让观众感受百年后的刀光剑影。

广东省博物馆的“大音希声：古琴艺术

与文化展”已经开展两个月，距离结束还

有一个月时间。据介绍，此次展览中的展

品不仅有 22 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古

琴，还辅以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书画、文

房、古籍等，从文人美学的角度解读古琴独

特的音乐艺术，探寻古琴与中国文人的不

解之缘。

此外，长沙博物馆正在举办的“贺兰山下

——西夏文物特展”、南京博物馆的“晋国

展”、吴文化博物馆的“文明的样子——亚欧

大陆古代文物精品展”，以及廊坊博物馆和绵

阳市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流金溢彩·国粹新颜

——当代景泰蓝精品艺术展”等，也是了解历

史文化的窗口。

观展开启“高质量”亲子时光

正值暑期，在家带娃心累时，可以带着他

们外出看看展览，不仅能学习课本上没有的

知识，还能培养其文化内涵，堪称“高质量”亲

子时光得力助手。

近期，上海浦东碧云美术馆的“你的童

年 我的记忆——当代摄影中的儿童图像”，

无疑是一个亲子观展的正确选择。

正如展览名称显示，该展览是以几十年

来的儿童影像为载体，引领参观者思考不同

年代的亲子关系，同时为观众了解改革开放

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提供直观窗口。一

个个孩子的童年，构成父母和家庭的记忆，也

构成时代发展的印记。

云南省博物馆近期主办的“我的野生动

物朋友：动物标本特展”，也是亲子参观的不

错选择。据了解，此次展览将展出 99件（套）

野生动物标本，涵盖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

类、无脊椎动物等类型，其中国家一级、二级

保护动物标本数量占比超过 60%，更有普氏

原羚、豚尾猴、北山羊、朱鹮等难得一见的珍

稀标本。

想增加孩子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各个

地质博物馆、生命科学馆的展览都是很好的

平台。例如，湖南省地质博物馆，通过打造梦

幻精致的空间造型以及具象的天体模型，让

儿童在沉浸式游览中学习天文地理知识。此

外，多带孩子参观科技类、航空航天类展览，

也有利于从小培养孩子在这些领域的认知和

兴趣。

让文物在线上“活起来”

随着数字文化产品不断“出圈”，数字文化服

务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些展览搬到线上，用

数字化表达串联起不同时空隔绝的人与物。

近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推出“中兹神舟

——绚烂的唐代洛阳城”线上展览，通过运用

数字化展览技术，让观众沉浸式欣赏唐代洛

阳城因大运河带来的繁华富庶，以及当时精

神文化上的繁荣。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北大红楼

推出“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线上

展。观众通过“北大红楼”微信公众号“服务”

菜单中的“线上展览”栏目在线观展。

近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

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

同主办的“新时代 新奇迹·2017-2022”上海

发展成就展，同样是以线上新媒体展的形式

呈现，模拟实体展厅场景空间，通过文字、图

片、短视频、H5 等多种表达形式讲述过去 5
年上海这座城市的辉煌历史。展览还以虚拟

讲解、AI 等手段增强互动性，为观众打造沉

浸式观展体验。

线上展览让观众通过手机、电脑以及

VR 设备等实现足不出户观展，同时也赋予

文物、艺术品新的生命力，让夏日展览以更直

观便捷的形式走进爱好者心中。

去京西去京西，，赏燕京八绝赏燕京八绝
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是北京市第一家在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设立的非国有博物馆，依托全国重点文保
单位承恩寺，将展示北京宫廷艺术和体验宫廷技艺相结
合，对燕京八绝八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进行“活态传承”，收
藏了大量燕京八绝工艺品及古代工艺藏品，成为北京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新文化地标。

图为7月26日，两名游客在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参
观黄花梨随型雕《观音》摆件。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借非遗文化助匠心传承

本报讯 为响应国家号召，更好地传承非遗文化，九十几

载岁月的福州茶厂几代制茶人群体不忘初心，秉承匠心。

福州茶厂历史可追溯至 1925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福州著

名的“何同泰”老字号为代表，联合百余家私营茶行组建而成，

他们在打造老字号品牌价值、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茉莉

花茶窨制工艺”的同时，积极探索茶文化品牌塑造与文化旅游

相融合的新途径。

近年来，福州市获得“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福州茉莉花

茶取得“世界名茶”称号、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也入

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这些荣誉纷至沓来的背

后，是福州茶厂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制茶人群体的传承坚守，是

技术革新与传统工艺结合方面成功的探索实践。

（晓阳）

7月27日，观众在“东方吉金——中
韩日古代青铜器展”现场参观，感受青铜
之美。7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
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联合举办“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
铜器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
展出三个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类精
品文物约50件（组），通过青铜文物展示
三国之间广泛存在的交流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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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东方吉金
赏青铜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