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沏沏壶壶茶茶、、嗑嗑瓜瓜子子、、听听曲曲艺艺，，忒忒恣恣了了
听音乐会、看曲艺演出，更多市民享受夜济宁

每月一两场音乐会
上座率超乎想象

7月24日晚，运河音乐厅，
一场令不少济宁漫迷们期待
的音乐会缓缓拉开序幕。耳熟
能详的《菊次郎的夏天》主题
曲《夏天》，在日本著名钢琴家
二建勇气灵巧的手指间，伴随
着黑白琴键“欢快”的响彻音
乐厅，给漫迷们带来了一场难
得一见的视听盛宴。

“这首曲子大家几乎都
熟悉，但多数只是通过电视、
音乐软件听过，现场聆听相
信对很多人而言都是第一
次。”市民李玲回忆起那天的

“观后感”，诸如《哈尔的移动
城堡》、《风之谷》、《天空之
城》等一众宫崎骏电影的主
题曲或选曲仍让她记忆犹
新。而不少观众对于一个半
小时的音乐会更是感叹时间
过得太快，“这样的视听享
受，希望以后还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济宁剧院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了解到，这场演出的火爆程
度可以说超出了想象，“演出
前一周，在猫眼、齐鲁艺票通
等网络售票平台上，音乐会的
门票就几乎卖出去了80%，到
演出当晚，上座率可以用爆满
来形容。”公司相关负责人张
经理介绍。

随着市民的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
越来越旺盛。为此，济宁剧院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市内外
的文艺演出机构对接，几乎每
个月都能在运河音乐厅开办1
-2场音乐会，“多的时候甚至
每周末都能有一场音乐会。”
张经理介绍，随着市民的夜生
活越来越丰富，走进音乐厅听
一场音乐会，正成为越来越多
市民的文化生活习惯。再加上

公司每场音乐会都会推出40
元左右的惠民票，也能让越来
越多的市民从过去习惯性的

“要票”到如今开始愿意“买
票”。

两剧院差异化运营
市民过足曲艺瘾

10月16日晚，“经典之声”
歌剧、音乐剧经典歌曲演唱会
也将在运河音乐厅如期唱响。
张经理说，这场演唱会的门票
销售情况也比较乐观，“围绕
音乐会、演唱会，我们推出了

‘乐响济宁·共圆梦想’这一品
牌，与济宁市音乐家协会联
合，除了每月我们邀请一场音
乐会之外，济宁市音乐家协会
也几乎每月都在音乐厅举办
一场音乐会。”

像钢琴、古筝、二胡、提
琴、萨克斯、架子鼓等古今中
外乐器，几乎都会频繁出现在
音乐厅的舞台上，不仅让正在
学习这些乐器的青少年们有
了更好的现场学习机会，也让
许多对艺术有追求的市民过
足了音乐瘾。

为了与音乐厅形成差异
化运营，声远舞台则在近年来
主打儿童剧和曲艺，随着济宁
艺术剧院、济宁杂技团等本土
院团推出了一系列原创经典
儿童剧，这几年济宁市民已经
渐渐培养出了带孩子走进剧
场，通过观看儿童剧达到寓教
于乐目的文化生活习惯，“我
们也趁热打铁，又从外地引进
了多部经典儿童剧。”张经理
说。

此外，正像今年国庆长假
期间，声远舞台举办的一系列
经典豫剧展演一样，通过与城
区多个街道社区合作，向辖区
内热爱曲艺的老年人免费发
票，吸引了许多中老年人也在
养成走进剧场的习惯，“长假

期间，每场豫剧演出的上座率
大概能达到80%。”虽然这些
演出都在夜间举办，但仍有许
多戏迷票友从城区的东南西
北赶来，“足以看出市民对夜
间文化生活的需求有多么旺
盛。”

夜经济带来新动力
济宁“园子”撑下去

通过过去多年的市场培
养，济宁的多个剧院可以说终
于迎来了市场的反哺，包括
2016年公司推出的“惠民卡”，
如今办卡人数也马上就要突
破1000人。而相比之下，一些
民间的演艺小团体，也在期盼
着通过夜间经济的振兴，来让
自己有更充足的生存空间，曲
兴社就是其中之一。

6年前，喜爱传统曲艺的
王峰和几个有同样喜好的年
轻人一起，成立了曲兴社，他
们虽然都有自己的事业，但
仍坚持在闲暇时间学相声、
练曲艺，不少人还自费进行。
渐成规模之后，他们在南池
公园开始了公益演出相声专
场，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
而且还因为成立之初的高人
气，被几间城区的茶馆请去
演出。

6年过去了，王峰发现，来
看演出的人始终还是那一批，

“市场反响平淡，让我们中间

有的人坚持不下去了。”渐渐
的，除了偶尔的商演之外，多
数时候他们只在南池公园进
行公益演出，茶馆也因为承担
不起相应的演出费用，不再请
他们去说相声。“好在我们剩
下的还都能靠着热爱坚持着，
今年我光去北京学习相声就
去了四五趟，花了好几万。”

最近，曲兴社与一家媒
体合作，将最近的两场演出
搬上了直播平台，每场的观
看人数高达1 . 5万人次，这也
让大家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咱济宁古时候就有‘曲乡艺
海’的美名，现如今大家生活
好了，更应该愿意进剧院看
演出才对。”所以，王峰和曲
兴社的其他成员，也都对夜
间经济的振兴有着很高的期
盼，在他们看来，丰富多样的
夜间经济活动也必然会刺激
演艺市场，“我们不指望能赚
钱，只要能收支平衡，让热爱
传统艺术的年轻人有动力支
撑下去就好。”

振兴夜经济
曲艺迎好机遇

其实，曲兴社能坚持6年，
背后离不开济宁市曲艺家协
会的大力支持。协会的常务主
席刘勇告诉记者，在济宁要想
养这样一个“园子”其实很难。

“园子”是曲艺人的行话，

泛指相声、曲艺的小剧场等。
刘勇说，目前国内最成功的小
剧场无疑就是德云社，但其他
地市几乎难以出现同类的民
间机构，“王峰他们也都去北
京、天津取过经，但收效甚
微。”他直言，就连此前在西安
人气颇高的青曲社，今年也正
式并入了西安艺术集团，成为
了集团的一个下属单位，更名
为“西安曲艺团”。

“说实话，曲兴社这帮孩
子凭着爱好坚持6年，累计演
出600余场，已经实属不易。”
所以这几年，刘勇除了四处帮
他们拉赞助之外，也在积极对
接，希望将曲兴社的演出列入
到文化惠民的项目中，“年轻
人能自发组织学习传统曲艺
的精神，本就难能可贵，要让
他们有了生存空间，才能把这
份热爱坚持下去。”

如今随着济宁正式出台
文件，大力振兴夜间经济，刘
勇认为，这对于民间的传统曲
艺社团而言也是千载难逢的
机会，“咱们现在有了景区、有
了剧院，文化硬件可以说是省
内领先，那么老百姓对文化软
件的需求自然也会不断提
高。”在他看来，不久的将来，
晚上吃完晚饭，坐在小剧场里
沏壶好茶，端上一盘瓜子，悠
闲地听曲兴社的民间艺人们
说上一场精彩的相声，将成为
越来越多市民的习惯。

曲青社连续六年在南池公园举行公益演出。

坐在古色古香的小剧场里，品一口香浓的好茶，嗑
一个葵花籽，面前的小舞台上，身穿大褂的民间艺人，
说段逗乐众人的相声，这样的场景对于许多市民而言，
或许除了德云社之外，也盼望着能在家门口出现吧。随
着“振兴夜经济”口号的提出，或许这样的文化生活将
不再只停留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济宁，晚饭后走
进剧院，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济宁人所接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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