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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票价只有一元，怎能覆

盖演出成本？“一元剧场”不是商业演出项

目，而是一种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一般采

取“政府主导+财政补贴+剧团服务+社会参

与”的运行模式。

在“一元剧场”演出中，观众的“一元付

费”只占剧团演出收入很小的一部分，政府

的财政补贴是“一元剧场”主要经费来源。既

然如此，为何不采用完全免费的模式？

在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

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李国新看来，建设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主导不代表政

府包揽一切，政府主导也并非排斥市场化手

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需要

让开放竞争的市场化手段在公共文化资源

配置上发挥更大作用。

在“一元剧场”项目中，象征性收取1元

费用，一方面可以部分缓解成本压力，确保

项目长期运行，另一方面可以培养观众买票

看戏的习惯。

县域演出市场广阔，但很多人没有养成

买票看戏的习惯。某地推出“一元剧场”之前

曾就票价问题进行调研，群众说：“一块钱，

我们天天看；两块钱，会选着看；三块钱，考

虑考虑；五块钱，就不看了。”象征性收取1

元费用，有助于引导基层群众形成“文化产

品有价值”的认知，有利于基层演出市场的

培育。

长期关注“一元剧场”的河南大学哲学

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辉认为，象征性收费

不仅让观众受益，也有利于基层剧团树立产

品思维。收费机制可帮助剧团统计观众数

量、年龄分布及观演偏好，有利于及时调整

剧目内容和服务模式。

河南周口“周末一元剧场”，始于2008年

4月。当时，一场演出的成本1万多元，而门票

收入只有1000多元。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

下，如何保证活动持续有效开展？当地积极寻

求和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采取冠名、联办、

专场等形式，让参与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借助

“周末一元剧场”展示形象。当地一家通信运

营商认为，“周末一元剧场”是公益文化活动，

参与其中能有效提升自身品牌形象，于是出

资20万元买下活动一年的冠名权。

除了采用灵活方式获得资金支持，“一

元剧场”还通过开放平台广泛吸纳社会文艺

力量。山东曹县地方戏曲研究保护中心主任

王朦介绍，当地的“一元剧场”采用“政府购

买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的运作方式，除了

邀请专业院团担纲演出主力，还优选民间演

出团体以及有影响力的民间艺人、草根网红

等作为演出服务提供商，形成一股文化服务

的强大合力。

（综合《光明日报》《陕西日报》、上游新

闻等）

““小票价小票价””托起基层文化托起基层文化““大舞台大舞台””

“ 一 元 剧 场 ”到 底 是 什

么？——一元钱购票即能看戏。

晚上6点，太阳刚落山，西

边的天空还泛着橘红，湖南省

岳阳县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门口

已排起长队。队伍中，头发花白

的张大爷攥着刚买的票，乐呵

呵地跟另一位观众搭话：“一块

钱就能看一场大戏，这好事上

哪找去！”检票口处，一群穿着

校服的学生正互相核对座位

号，有个扎马尾辫的女生兴奋

地举着手机顺便来了张自拍：

“肯定没人相信，演出的票价比

奶茶便宜多了，必须发朋友圈

Mark一下。”

这是湖南省岳阳县“一元

剧场”文化惠民品牌活动中的

一个场景。所谓“一元剧场”，就

是群众每次象征性地花一元钱

购票，就能看一场高水准的演

出。演出以当地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花鼓戏为主，辅以小品、歌

舞、山歌、民乐等，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

6月30日晚，重庆市开州

剧院灯光璀璨，以“壹圆剧场 百姓主场”为

主题的揭牌首演仪式在此举行。11个由普

通市民自编自导的原创节目轮番登台，用

烟火气十足的本土表达，演绎着开州城乡

的时代风貌，也标志着开州区创新推出的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正式落地。

“壹圆剧场”既是一场一元票价的惠民

演出，也是一场展现开州人风采的百姓大

舞台。

这场惠民演出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

垒——参演者既有社区退休职工、学校教

师，也有短视频平台的网络达人。“这是一

个开放的舞台，这个年纪能登上舞台展现

我心中的开州，既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

家乡的交代。”文峰街道天鹅湖社区居民邹

品权这样说道。在情景歌曲《不老的老黄

葛》中，邹品权饰演的磨刀匠用方言吆喝唤

醒了老城记忆，舞台上黄葛树下的竹椅板

凳，还原的正是开州老城区里黄葛树下休

闲纳凉的烟火气和街坊邻居间的人情味。

开州区政府副区长邓果介绍，“壹圆剧

场”是普惠均等的民生剧场，通过低票价让

优质文化服务直达基层；浸润人心的百姓

剧场，以文化滋养群众生活。

为了确保“壹圆剧场”的持续发展，开

州区构建了“周周有小戏、月月有演出、季

季有大戏”的常态化演出机制。

每周六在巴蜀戏苑、每周日在汉丰梨

园开展小型文艺节目演出；每月在区文化

馆举办中型文艺活动；每季度在开州剧院

推出音乐剧、话剧、儿童剧等大型剧目。

同时，“剧场”还将深入社区、校园、农村，

形成“固定阵地+流动服务”的全域覆盖

网络，预计2025年年底前完成60余场惠

民演出。

“一元票价”的市场化探索、“百姓主角”

的全民参与、“线上线下”的服务模式……让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打通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岳阳花鼓

戏曾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20世纪90年

代，最少的时候我一个月才拿5块钱。”岳阳

花鼓戏代表性传承人柳六荣回忆说，为了生

计，花鼓戏演员们都转了行，有的蹬三轮，有

的做小工，还有的当起杀猪匠。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受电视等娱乐形式冲击，戏曲观众流

失严重。

戏曲传承，人才是根本，观众是基础。包

括岳阳花鼓戏在内的传统戏曲，要想在现代

社会得到传承甚至发展，首先要赢得现代观

众的心。“一元剧场”凭借低票价、高质量的

演出给传统戏曲的传承带来希望。

在湖南省岳阳县，“一元剧场”推出至

今，演出已超过1000场，观众人数累计已超

过60万人次。观众看得多了，口味越来越

“刁”，不再满足于现有剧目。为满足观众多

样化的审美趣味，岳阳县一方面精选30多

部传统剧目重新演绎，戏曲演员们把多年未

演的一套技巧又捡了回来；另一方面组织创

作《寸土不让》等现代花鼓戏，并不断拓展创

新演出形式和剧目类型。正如柳六荣所言，

“一元剧场”如同小小的杠杆，撬动了戏曲传

承生态的变革，为剧团带来新机遇，让花鼓

戏重新焕发生命力。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二人转了，

真是过瘾！”3月31日晚，黑龙江省绥化市绥

棱县文化艺术中心“一元钱爱心公益剧场”

的演出刚刚落下帷幕，现场观众还沉浸在传

统二人转《丁香孝母》《鞭打芦花》的感人情

节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分享着观演感受。市

民只需捐出“一元钱”，就能在剧场享受不少

于一小时的精彩演出，绥棱县“一元钱爱心

公益剧场”巧妙地将文化与慈善融合，这一

创新模式让文化惠民更具温度。

“真不错，既能欣赏精彩的演出，还能奉

献爱心，特别有意义……”现场观众姜绍民

满脸笑意，难掩对演出的喜爱。在这里，文化

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传递爱心的桥

梁。除此之外，现场还举办艺术品义卖活动，

获得的所有款项都会存入慈善会账号，接受

公众监督。

绥棱县文化馆副馆长王智泉介绍：“自

推出‘一元钱爱心公益剧场’以来，每月都会

上演一场，主要以富有教育意义的地方戏二

人转为主。这种形式既让群众欣赏到接地气

的节目，又宣传倡导了公益文化精神，让爱

心善举润物无声、深入人心。截至目前，‘一

元钱爱心公益剧场’已成功演出3场次，惠

及群众 1800 多人次，累计筹集慈善资金

3000余元，成为绥棱县文化惠民与爱心传

递的闪亮名片。”

跑圆场、踢腿、练身形……2月 21日 9

时，在陕西渭南市秦腔剧团的排练室，演员

们正一丝不苟地练习基本功。

“基本功练习是每天的必修课。”“90

后”青年演员马萌说，“老演员常说‘一天不

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需要

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渭南市秦腔剧团团长代九奎介绍：“‘一

元剧场’为青年演员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

台，让他们能够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

升技艺。”

“一元剧场”演出18年来，渭南市秦腔

剧团在全国 9省（自治区）演出 1000余场

次，惠及群众上千万人次，把秦腔艺术送到

了大江南北。

代九奎表示：“我们通过推动‘一元剧

场’进社区、学校、景区、农村、公园，让秦

腔艺术成为群众生活的一部分，让更多人

了解它、爱上它，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

化遗产。”

文明滋养 非遗传承与价值观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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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探索 如何让“一元”可持续？

一元钱能买什么一元钱能买什么？？

也许是一瓶水也许是一瓶水、、一个鸡一个鸡

蛋蛋、、一个馒头一个馒头，，而在山而在山

东菏泽东菏泽、、湖南岳阳湖南岳阳、、陕陕

西 渭 南西 渭 南 、、甘 肃 张 掖 等甘 肃 张 掖 等

地地，，一元钱就可以看一一元钱就可以看一

场文艺演出场文艺演出。。

近些年近些年，，很多地方很多地方

推出推出““一元剧场一元剧场””公共文公共文

化服务项目化服务项目，，让基层群让基层群

众低价享受高质量文艺众低价享受高质量文艺

演出演出。。此举不仅探索出此举不仅探索出

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

的新路径的新路径，，也培育了基也培育了基

层演出市场层演出市场，，厚植了戏厚植了戏

曲等非遗的传承土壤曲等非遗的传承土壤。。

成都郫都区以“一元剧场”
讲好成都故事

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犀街道犀

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策划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策划““嘻贰叁曲嘻贰叁曲

艺剧社艺剧社··一元剧场一元剧场””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利用利用

社区合伙人创新模式社区合伙人创新模式，，积极联手中国曲艺家协积极联手中国曲艺家协

会副主席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叮当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叮当，，共同支起共同支起

““一元戏台一元戏台””，，筑就犀和曲艺文化高地筑就犀和曲艺文化高地，，提升社提升社

区综合体场景整体文化氛围区综合体场景整体文化氛围。。

““你离人民有多近你离人民有多近，，人民和你有多亲人民和你有多亲。。””叮叮

当表示当表示，，怀着对曲艺怀着对曲艺、、对舞台对舞台、、对观众的敬畏对观众的敬畏，，

希望借助希望借助““社区合伙人社区合伙人””模式模式，，让曲艺回归剧让曲艺回归剧

场场，，把舞台搬到居民家门口把舞台搬到居民家门口。。同时同时，，讲好讲好““成都成都

故事故事””，，展示城市精神展示城市精神。。

项目“以公益+社区居民一元福利+社区

公司市场化运作”方式营运，依托嘻贰叁剧场

4000余平方米社区综合体，结合犀和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文艺文化、理论宣讲等活动，

开展文艺汇演、散打评书、播放优秀爱国主义

教育题材电影等活动。特别是散打评书活动，

专门邀请著名评书人、戏剧演员李伯清参与表

演，让居民在嬉笑怒骂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有效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如今，“一元剧场”已成为郫都群众文化生

活的“固定期待”，不仅让传统曲艺在新时代焕

发活力，更以“小切口”实现“大惠民”，让文化

滋养浸润人心，让公益理念融入日常。

（据文明郫都）

一元钱的文化温度与传承力量
◎ 刘霁月

从花鼓戏到秦腔，从传统剧目到现代创

作，“一元剧场”以近乎公益的低票价，让高雅

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不仅滋养了群众的精神

生活，更激活了非遗传承的土壤，成为公共文

化服务创新的生动样本。

文化惠民的关键在于“精准抵达”。“一元

剧场”的成功，首先在于它破解了基层文化供

给“供需错位”的难题。传统戏曲曾因观众流

失、市场萎缩陷入传承困境，而“一元票价”以

近乎零门槛的方式，重新唤起了群众的观演热

情。湖南岳阳的花鼓戏演员从蹬三轮、做小工

重返舞台，陕西渭南的秦腔青年演员在“一元

剧场”中磨炼技艺，正是这一模式生命力的体

现。文化服务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要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用“接地气”的方式让艺术

回归生活。

可持续的奥秘在于“多元共治”。有人质

疑：一元票价如何保住成本？答案藏在其“政府

补贴+社会参与+市场培育”的运作逻辑中。政

府主导不意味着大包大揽，而是通过象征性收

费培养文化消费习惯，通过企业冠名、社会赞

助拓展资金渠道，通过开放舞台吸纳草根力

量。河南周口的“周末一元剧场”与企业联办，

山东曹县引入民间艺人合作，这些探索既减轻

了财政负担，也让文化服务成为社会共建共享

的事业。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智慧，为公共

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更深层次看，“一元剧场”的价值远超文化

消费本身。它既是非遗传承的“活水源头”，也是

文明风尚的传播平台。黑龙江绥化的“一元公益

剧场”将观演与慈善结合，重庆开州的百姓自导

自演展现本土故事，这些实践让文化成为凝聚

社区认同、传递核心价值的纽带。当白发老人与

年轻学生同坐剧场，当传统戏曲与现代生活碰

撞共鸣，文化的种子便在此刻生根发芽。

新 闻 多 一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