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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

“小剧场的发展，关键还是在于
产品供应。”庄若江告诉记者，无锡
历史文化沉淀深厚，如何将其转化
为小剧场产品，转化为受众愿意购
买、消费、享受的产品，还需要进一
步探讨实践。

据悉，文渊坊小剧场将会交给
第三方公司管理经营，届时，是常态
化还是重要节庆节点才演出，是他
们犹豫不决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多

位无锡业内专家，他们表示，小剧场
行业属于基层文化产业链，目前规
范性不足，产业链上下游配合不足，
还未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小剧场如
何进行常态化演出、如何盈利也有
待探索。

对此，江苏省《关于促进文化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特
别提出，要鼓励各地规划建设一批
小剧场，推出助企纾困政策措施。

据了解，江苏省将每年认定一批省
级示范小剧场和小剧场精品剧目，
支持小剧场创建“最美公共文化空
间”，并把小剧场剧目创作纳入艺术
创作专项资金、艺术基金等扶持范
围，把小剧场演出纳入文化艺术节
庆活动、公共文化服务配送菜单
等。未来，无锡人有望在小剧场里
欣赏到更多精彩的剧目。

（晚报记者 璎珞/文、摄）

政策扶持未来发展机遇

在梁溪区崇宁路上，依托市级文
保单位秦淮海祠的享堂改造而成的文
渊坊小剧场，近日正式启用，本土演出
团队推出了全新的轻喜剧演出品牌

“文笑雅堂”。“为了打造成熟的小剧场
演出，在正式启用前，我们已经试运行
了近一年的时间，不管是人气还是名
气都还行。”文渊坊小剧场相关负责人
表示，每周二、周四都有演出，比如脱
口秀、相声、评弹、锡剧等，最近几个月
成功演出了50场，观看名额一推出就
被抢光。这里，能同时容纳近百名观
众，在空间设计上缩短了台上台下的
距离，突出沉浸式体验。这也是文渊
坊小剧场受到无锡市民喜爱的原因。

从物理空间上说，小剧场利用
“小”的特色，舞台向观众靠拢，打破了
剧场“第四堵墙”，带给观众新的观剧
体验。“与舞台非常近，让你完完全全
沉浸其中。”“小小的空间有大大的乐
趣，能跟朋友一起捧腹大笑，也能近距
离感受演员的情绪。”……在不少演出
讨论群里，无锡戏迷会定期分享小剧
场的演出，讨论观看感受。

自2021年提出用3年时间在无锡
打造100座公益小剧场计划以来，核心
居住区、热门商圈、旅游景区、文化街
区、高等院校附近的小剧场已接待了许
多观众。首批 30 个公益小剧场在
2021年率先落户惠山区，一年到头好
戏不断。无锡市在去年启动的“百宅百
院”活化利用工程首批45个项目已基
本完成，不少院子里都打造了配套的小
剧场。除此外，特色小剧场更是引人关
注，无锡出台的《锡剧振兴三年行动计
划（2022—2024年）》中提出，要搭建
10个锡剧特色小剧场。目前，锡剧博
物院小剧场重新装修后焕然一新，春节
期间天天有演出。滨湖区则打造了吴
歌小剧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当地市民踊跃走上戏台一展歌
喉，分享精彩的歌声。马山梅梁情韵小
剧场、雪浪幸福小剧场、蠡园湖景戏苑、
河埒溪南书场、荣巷梁溪曲苑、蠡湖二
亩半沙龙剧场都已陆续建设完成，成为
市民家门口的好去处。

小剧场繁荣发展，不仅要有设
施的“面子”，更要有剧目的“里
子”。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下文简称文旅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这几年，江苏省通过举办小剧
场戏剧编剧人才培训班、设立小剧
场剧本孵化中心、开展小剧场新剧
本创作交流活动、组织小剧场精品
剧目展演展播等，完善剧本创作
链，让小剧场成为推动艺术创新的

“孵化器 ”。“2022无锡大运河戏剧
创客大赛”的举办，就是为小剧场
添砖加瓦。“有了平台，就需要大量
内容了。我们期待优秀剧本从笔
头创作走向剧场演绎，碰撞出一个

个富有无锡气质的戏剧作品。”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庄若江告诉记者，在
上述大赛中获奖的作品《纸马总动
员》和《荣归》以尊重史实为前提，
以颇具新意的形式，把发生在运河
边的故事搬上了小剧场舞台，让观
众对无锡文化有了更深了解。此
外，这一活动也可发掘培育本土戏
剧创作力量，为热爱戏剧创作的人
提供一方舞台。

此外，无锡演艺专业院团也陆续
推出了一系列的小型剧目。滑稽剧
团创作的滑稽小品《白开水》、《有话
好好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

度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项目。
“今后将创作各种适合小剧场演出的
小戏。”无锡市锡剧院青年导演余维
盼表示，小戏更贴近社会热点话题，
传递正能量，比较接地气，很受市民
欢迎。“为什么我们也需要小剧场？”
无锡博物院党总支书记肖炜说，“博
物馆里除了文博内容，还可以引入
音乐会，让来观展的市民从不同层
面了解无锡博物院。”据了解，去年5
月中下旬，无锡博物院根据秦起致
弟弟秦立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
第205团致李德志的信札内容，分
别创排了《手足情深》、《战壕里的琴
声》两个小剧目。

培养编剧人才撑起“里子”创作

作为新兴的文化传播载体和文
旅消费空间，小剧场在促进文旅融
合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小剧场
演出为代表的“文”，融进了景区景
点，为观众提供了“白天观景、晚上
看戏”的全天候旅游体验。如惠山
古镇景区除了有古戏台，新打造的
沉浸式街区《这就是无锡》就有两
个小剧场；无锡影视基地、南长街
书码头的小剧场常态化演出不断。

随着文旅融合日趋加强，无锡已
有不少“小剧场+旅游”融合发展的
范本。《这就是无锡》是去年的典型例

子，一边喝茶吃甜点，一边看演出，让
游客乐在其中。“为何在沉浸式街区
开设小剧场？自然是为了留住人，丰
富整条街的内容，让大家二次消费。”
惠山古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苏文龙表示，春节期间每天都
有演出。无锡影视基地的小剧场已
坚持了十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创
作新的作品，其负责人强调：“演出一
直都是我们的特色，如三英战吕布、
草船借箭等。”此外，大公桥堍的书码
头和惠山古镇绣璋阁的“锡剧周周
演”培养了固定粉丝，东林书院新推
出的“东林拾忆”小剧场收获游客点

赞……不同于无锡大剧院、无锡市人
民大会堂、无锡演艺剧院等大剧场，
这些小剧场分布在城市各处，培养观
众，成为大剧场的有益补充，也让游
客对当地景区有了更多的记忆。

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小剧
场是当地民俗风情、文化特色的生
动体现，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韧
性，正逐渐成为文旅融合的一个重
要切入点。”但小剧场能走多远，关
键在于游客是否“买单”。对此，除
价格实惠外，众多小剧场经营者更
需在产品下功夫，以“回头客”群体
的壮大夯实发展之路。

让文旅融合玩出新花样补充

无锡计划用3年时间打造100座公益小
剧场，今年是收官之年。如今，走在无锡的
街头，各类小剧场已是遍地开花：家门口的
电影院、闲置已久的老厂房、风景区里历史
悠久的古建筑…… 这些地方的脱口秀、戏
曲评弹、旅游演艺、非遗特色等小剧场，已成
为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小剧场成家门口好去处

好戏不断好戏不断，，等你来看等你来看

家门口的家门口的““小剧场小剧场””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受欢迎

资料图资料图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