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场演出票定价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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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闯云端

曾诗阳

晚上 10 点，直播间里，颜云玉坐在镜头

前，五指灵巧翻飞，应评论区观众呼声，用

二胡拉奏一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千余名

观众继续点歌，“想听《笑傲江湖》”“来一首

《少年壮志不言愁》”⋯⋯点赞打赏不断。

“是经济保障，也是精神鼓励。有市场，

有受众，二胡才能传承下去。”颜云玉说。

类似二胡曾深度融入生活，也曾一度

因失去市场而变成需要抢救性保护的对

象——走上云端，让很多非遗品类翻红，也

让非遗传承人找到了更灵活的创收渠道与

更广阔的传承空间。

艰难寻路

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包含 1557 个项目、3610 个子项，涉

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

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

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门类。

名录里的每个项目都有一个专属编

号。“Ⅱ-61”对应的是西安鼓乐，该项目于

2006 年第一批进入名录。

西安鼓乐始于汉，兴盛于唐，延续千余

年，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器乐乐

种之一。东仓鼓乐社是西安鼓乐著名的乐

社之一，古称“敬禄仓东仓鼓乐社”，明代时

已有记录，历史上曾在西安城里风头无两。

齐兴峰听过一些辉煌的往事，但自他

2004 年加入东仓鼓乐社，多数时间只觉生

计艰难。

“我师爷那时候连乐器都没剩几件，就

在扁担上敲，在胸口上敲，把鼓乐传了下

来；到我师父时，学鼓乐没有收入，招的百

余名学员只有 18 名坚持下来；到我这一辈，

为了养家糊口，大家演出之外还得当代驾、

送外卖、开网约车。”齐兴峰说。

60 多年里，从师爷到师傅再到齐兴峰，

一代代鼓乐艺人一直尝试着找演出、找资

金、找门路，让西安鼓乐重新活起来。但这

很难。大众没有兴趣、演出没有市场、学习

没有收入，谁愿意继承这个饭碗呢？代代

传承始终是做减法，一代更比一代少。

2004年，西安鼓乐保护开发领导小组成

立，对西安鼓乐进行抢救性保护。两年后，

在社长范炳南的努力争取下，东仓鼓乐社入

驻曲江文旅大唐芙蓉园景区，第一次有了固

定演出的场地，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

如果不靠政府支持，乐社自己能不能找

到市场活下去？这是齐兴峰经常思考的问题。

彼时的颜云玉，尚是一名湖南艺术院

校二胡专业的学生，即将毕业的她常思考

的是：未来工作怎么办？

一届 70 多名学生里，只有她一个学二

胡。“市场不好。”颜云玉那时候就知道。

后来的工作经历印证了她的想法，第

一份工作是在培训机构上课，学费一节课

60 元，到她手里工资只有 30 元，吃饱饭都

难。她又去了一家小型民乐团兼职，待了

半年乐团解散了，原因是“市场不好，接不

到活儿”；转而去一家琴行工作，没多久，琴

行也关门了。

工资低、就业难、竞争大，很长一段时

间里，颜云玉辗转在多家机构兼职，再接一

些演出散活儿，一次赚上 100 多元钱已经很

不错了，东拼西凑尽力维持开销。“市场的

确不好，但我也了解了市场。”提起那段经

历，颜云玉总结道。

不仅是西安鼓乐、二胡艺术，藏

族 碉 楼 营 造 技 艺 、杨 柳 青 木 版 年

画、常州吟诵等一大批国家级非遗

都一度丧失了自主“造血”功能，成

为抢救性保护的对象。

要不就别干了吧？颜云玉也想过

转行，但用她自己的话说：“干什么都没

有二胡带来的踏实，不知道要坚持多久，

但先坚持过明天吧。”

峰回路转

高髻罗裙的仕女，一位怀抱琵琶，一位

手持碰铃；圆领袍服的乐师，击座鼓、吹笛

笙、敲云锣⋯⋯东仓鼓乐社正在直播。评

论区的观众留言“梦回长安”“这就是我们

的非遗”“致敬东仓乐师”。自去年 4 月开始

在抖音上直播，一年多的时间，东仓鼓乐社

的粉丝涨到 75 万。

“我预想过直播效果会不错，但没想到

能这么好。”齐兴峰说。

直播是被动局面下的主动选择。一年

前，由于线下演出暂停，东仓鼓乐社面临最

艰难的局面，找到市场已关乎乐社存亡问

题，再也等不得。处境不乐观，但齐兴峰不

缺信心，“这样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一定

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共鸣”。

如他所料，被动开局的“大唐芙蓉园东

仓鼓乐”抖音账号，直播第二天同时在线观

看人数就达到 3800 人，并很快收到第一份

大礼物——一位粉丝刷的“跑车”，齐兴峰

激动地蹦了起来。

直播打赏增加了东仓鼓乐社演员的收

入。28 名演员，多的时候人均每月能增加

3000 多元收入，这让大家都很振奋。“鼓乐

逐渐被市场接受，鼓乐乐手的价值也被认

可。”齐兴峰说。

线上的人气带动了线下市场的火热，

东仓鼓乐社的演出门票常常是售罄状态，

从“补助”走向“增收”。与之前常在大型演

出中充当背景角色相比，聚光灯终于照到

鼓乐艺人身上，有不少游客为一睹乐社风

采专程来到大唐芙蓉园。

通过直播，传承人、从业者切实获得收

入，小众非遗项目跨地域获得市场、成功

“变现”，激发了产业活力，由“输血”式发展

走向“造血”式增长。

颜云玉如今不必再辛苦地挣教课费，

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抖音里 520 万名

粉丝。

与齐兴峰不同，颜云玉对于直播是碰

巧的、尝试性的。2020 年，她从一部手机、

一把二胡开始，3 年多时间里走一步看一

步，慢慢琢磨、调整，最后实现粉丝量的指

数增长，结果大大超出颜云玉的预期。直

播打赏让她收入倍增，来自五湖四海观众

的认可更让她感到温暖。

“观众点赞、打赏，是对我们非遗从业者

最大的肯定和尊重。”颜云玉坦言，如果没有

收入，直播很难维系，传承很难持续。对她

而言，在展示技艺中获得认可与回报，不仅

是一份经济保障，更是一份动力，激励她坚

持创作、精进内容，“还能让我们更有热情和

条件，把古人留下来的国乐推广好、传承开，

让更多人受

到非遗的熏陶”。

通过直播提高展演频次，借由打赏拓

宽创收渠道，非遗产业的经济属性和产业

价值不断被激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仅抖音平台上，平均每天就有 1.9 万场

非遗直播，平均每分钟就有 13 场非遗内容

开播，濒危非遗全类目都找到了新舞台、新

观众。

更大天地

“自古以来，演奏者都希望自己的琴声

被听见、被理解。”为什么直播？湖南省民

族管弦乐学会古筝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曹

民的回答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在这个快节

奏的社会，传统文化和音乐就像一剂良药，

也许能治愈我们浮躁的心灵。我想通过直

播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实现更

好传承”。

直播没多久，一件事给曹民极大触动，

坚定了他做好直播传承的想法。

3 年前，曹民发布了一条《北京的金山

上》教学视频，一位 80 岁的学员跟着视频学

会了这首曲子。3 年后，学员在直播间找到

了曹民。“她说找了我 3 年，就想告诉我，那

条视频教会了她弹古筝。”曹民感叹，“互联

网很大，一条偶然的视频或许也能帮到人。”

曹民从中看到了直播在解决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现在正编写

古筝教学课程和古筝曲集，试图把传承的

路子走得更宽一些。“以前大山里的孩子，

想接触到先进的教育，就得走出大山，这需

要巨大的付出。现在通过直播平台，偏远

地区的孩子也能学习到各种知识，欣赏传

统文化和技艺，这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和现实生活。”曹民说。

线上的市场显然更大。一些观众在直

播间告诉颜云玉，当地没有二胡老师。考

虑再三，颜云玉决定再挤出一点时间进行

线上教学。她想，如果更多人接触到二胡，

才有可能萌生兴趣，进而喜欢二胡。

越来越感受到作为非遗传承者所肩负

责任的颜云玉，2021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

乐系进修。在学习中，她有了新的体会，“直

播拉近了非遗从业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带

动了非遗的‘破圈’，但这只是个开始，更远

的路在屏幕外，还要寻找更大的天地”。

一定要创新，一定要创收。这是齐兴

峰的两个目标。

东 仓 鼓

乐社一方面将收入

的一部分用于更新直播设

备，并在传统鼓乐中增加剧情、舞

蹈、其他门类艺术，甚至高科技布景，更适

应当下观众的审美偏好；另一方面带货非

遗产品、文创产品、农副产品，试图不仅为

非遗事业，也为乡村振兴作出一些贡献。

过去一年，通过抖音电商带货成交额破

百万元的非遗传承人数量同比增长 57%，该

平台上非遗传承人带货总成交额同比提升

194%，购买非遗好物的消费者数量为上一

年的 1.62 倍。市场的认可、产业的发展助

推非遗从“活下来”到“火起来”。

行业里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认为西

安鼓乐风格庄重，干直播、带货，会不会

只顾挣钱，坏了传统？对此，齐兴峰很

坦然，传承非遗与钱无关，但没钱不行。

在齐兴峰心里，也总想着如何在

直播间把鼓乐最原本的东西传下来。

他试探性地降低流行曲目的占比，增

加了《五色鸟》等传统曲目。“原以为

会损失掉一些观众，没想到观看量

还有增长，这说明很多观众已经真

正走进了西安鼓乐的门。”齐兴峰

的经验是，“有了粉丝、有了市

场、有了话语权，才有返璞归

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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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参演了成

都大运会云上音

乐会；著名京剧老生演

员王珮瑜，正努力让众

多线上认识她的“王珮

瑜的粉丝”变为“京剧的

观众”。

事实上，仍有不少非

遗项目处境尚不乐观。切

中市场需求，从我国超过 10

亿的网络视听用户中挖掘更大

的可能性和市场潜力，仍是非遗

面临的巨大课题。

暑期是剧场演出的旺季，随

手打开几个票务平台就能发现，

每天同城可选的剧场演出少说

数场、多则十几场甚至几十场。

演出数量与种类繁多，音乐会、

音乐剧、歌剧、舞剧、话剧不一而

足，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闲暇时

走进剧院剧场陶冶情操。但票价，

是人们很关心的问题。

观众在选择演出时会发现，同一场演出，

不同座位的票价可能从几十元差到几百元；同

一类型的演出，由于演奏家或团体的“咖位”

不同，票价也有可能差几十上百元甚至更

多，从而让观众产生演出票价“水很深”

的感觉。

其实，影响剧场演出票价制定的

因素有很多。票价制定的基本要素首

先是演出的唯一性。电影可以同时在

不同地点展映，演出只能在一个既定时

间展演一次，场地人群承载力有限，通常

在几百人到 2000 人之间，演出票价需要结

合剧场限定的座位数量进行计算。演出强调

现场性，在现场的体验位置决定了演出票价

的价格区间。我们在演出现场看到、听到的

内容并不是从一个平面传出来的，而是从一

个立体的“盒子”里释放出来的。观众距离这

个盒子的远近决定了其视角和声音体验上的

差别。简单来说，观演体验越好的位置价格

越高。

一般在制定票价时，要考虑项目成本和利

润两个要素，前者可以分为采购成本与场租。

商业演出就需要考虑以上所有的成本内容。

与演出性质密切相关的利润则更为复杂，如果

演出属于惠民或公益属性，那么通常剧院剧场

会将社会效益放置在前，将票价设计到“打平”

成本或者低于演出成本；如果是商业演出，那

么就需要考虑如何创造毛利润的最佳值。剧

院剧场通常依照演出总成本的 150%至 200%

划定总票房，再依照演出场地的座位设置划定

演出票版，形成票价的价格区间。

剧场演出的票务常规销售模式是“预售

制”，即采用在演出开始前购买入场凭证的销

售方式。由于观众无法在购票时了解演出全

貌，这种销售形式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需求的

不确定性。因此，通常在划定价格区间后，为

了更好地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点，剧场会在

“预售制”的模式下，通过设计折扣票种来探查

市场情况，从而降低销售风险。最常见的方式

是安排“早鸟票”——即一种价格低于正价票

的预售票。剧院剧场可以通过预售“早鸟票”

对演出的票房做出大体的预测。如果销售情

况较好，剧院剧场便可以“乘胜追击”，达成更

高票房；如果“早鸟票”的销售状况不佳，剧院

剧场也可及时根据销售情况做出调整，进而降

低销售风险。

另外，剧场演出的票价设计还带有一定的

“地缘性”，通常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情况进行综

合考虑。比如一个地方的柔性支出较低，那么

演出的票价可能会向下浮动。这主要是为了

统筹考虑“维系剧场日常运营”和“保障票价被

观众接受”两个要点。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剧院剧场在制定票价时需要站在观众立场

上考虑。

制定票价专业而复杂，但买到物美价廉的

好票却并非难事。如果您对演出感兴趣，想要

走进剧院剧场体验文化艺术，又不想多花钱，

那有两则剧场演出购票小妙招分享给您：一是

在搜索演出时加上关键字，二是在选座的时候

挑选“妙座”。除了“早鸟”外，在搜索演出之前

加上“惠民”两个关键字，就能找到各种类型优

质又便宜的剧场演出。现在多数专业剧院都

推出了惠民性质的演出，这些演出通常都在

100 元以下。结合这两个字搜索心仪的演出，

至少能省下一笔奶茶钱。

“妙座”的选择也有学问。剧场演出虽然

是“最佳体验位置”的票价最贵，但并不是离

舞台越近票价就越贵。最贵票价前后几排，

或左右前方都会便宜一些，有时甚至能差出

两三个档位。买这些位置既能省钱，还能满

足观演体验。现在大多数平台都支持在线选

座，您买票的时候注意看看票版，尽量寻找那

些离最贵档票最近的位置，选这样的位置，既

省钱又能在“次最佳位置”欣赏一场演出，物

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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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宁国千年古镇安徽宁国千年古镇——胡乐老街上胡乐老街上，“，“传承非传承非

遗文化遗文化””展演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体验展演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体验。。

李晓红李晓红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东仓鼓乐社在直播间演出东仓鼓乐社在直播间演出。。

（（受访对象提供受访对象提供））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

族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族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

的团员在拍摄傣族女创拳的团员在拍摄傣族女创拳

小视频小视频。。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胡胡 超超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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