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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剧场群的发展模式研究

撰文   袁烽  高心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atre Group in China

摘  要

关键词

作为观演建筑的一种新形式，国内剧场群近年来发展迅速。相比传统的多功能剧场，剧场群

具备更多优势：它将剧场功能从会堂礼堂中细分出来，专业性更加明显；从经营角度看，由

于剧场的经济运转周期较长，由多个专业剧场组成的群落可以产生集聚效应，增强整体的价

值和吸引力。但是国内剧场群的大量兴建也向建筑师提出了一个问题：目前一意照搬西方模

式的做法是否真的适合我国国情？通过对国内外剧场群案例进行研究，阐述关于国内剧场群

发展模式的一些认识。

剧场群  集聚效应  发展模式  本土文化 

1  剧场群的概念

剧场群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后半叶，由一组不同类型的演艺

建筑结合城市空间（广场、街道）修建，为不同演艺活动提供场所。

这种复合建设方式能够和城市空间进行更好的融合，带来更大的

空间效益和集聚效应。个体的独立性和整体的复合化使得这类演

艺建筑不仅在经营上可以做到灵活多样，更加经济，同时能够提

升城市形象。各地剧场群的构成不尽相同，如美国剧场群常常把

不同专业的剧场如音乐厅、歌剧厅、戏剧厅放在一起；欧洲剧场

群则更偏向将同一专业的剧场组合为一个群体。国内剧场群多沿

用美国模式。

剧场群的出现晚于多功能剧场。1993 年在日本举办的有关剧场

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以藤井知昭为首的大多数专家否定了多功能剧

场形式，认为日本剧场已经进入了以单一功能厅堂集中在一起的专

业剧场群时代。这次讨论对我国后来的剧场建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解放初期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都以多功能剧场建设

为主，直到 90 年代，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文化需求的

增加，才在我国掀起了一阵“剧场群”建设热潮。

2  活力与魅力——西方剧场群概况

剧场群的概念来自于西方，纽约百老汇与伦敦西区作为国外

最优秀的两大演艺建筑群，它们的成功值得国内设计者借鉴。

2.1 纽约百老汇

纽约“百老汇戏剧产业园区”指的是百老汇剧院群以及与百

老汇剧院群演出相关的体系和产业链。自 19 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

剧场在这里出现开始，百老汇已经形成了从 41 街到 54 街沿大街

分布的剧场群落。2007 年，百老汇为纽约市带来了 51 亿美元的经

济收入，并带来了几万个工作岗位机会。 除直接经济贡献之外，

百老汇对提升纽约市的城市文化形象、改善城市居住品质、表现美

国民族文化等都起到了有形或无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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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伦敦西区

伦敦西区是与纽约百老汇齐名的世界两大戏剧中心之一 , 它是

指位于伦敦西区不足 1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 49 家剧院，它们在此形

成了一个戏剧产业的集聚区。2007 年伦敦西区的票房总收入达到

了 4.7 亿英镑，不仅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更是通过全球性

的巡演向世界各地传输了伦敦西区的戏剧文化。伦敦剧场同纽约一

样，也是分梯度的，在西区以外存在着大量的类似于“外百老汇”

的剧场，它们同西区剧场呼应，形成了低梯度和高梯度的搭配。

3  国内剧场群的几种发展模式

我国现阶段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各地经济实力差距大，传统

人文环境差异大，很难统一标准要求。剧场群建设又往往是地方政

府投资较大的形象工程，对当地经济、文化影响较大，故更应该从

当地实际情况入手，选择适合的模式，这种国情也决定了我国剧场

群的发展模式必定是多元化的。

3.1 从功能角度划分的国内剧场群发展模式

3.1.1对现有剧场的改建和加建

这种模式通常适用于旧剧场比较集中的城市区域，由于市区

用地比较紧张，故多采用将旧剧场改建，适量加建新剧场的方式，

通过重新规划将这些剧场复合成一个整体。

例如上海戏剧谷，选址为以华山路、南京西路为主轴，长3公里、

宽 0.5 公里的范围内。这里原本就分布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戏

实验剧场、上海商城剧院、同乐坊梦工场以及百乐门、美琪大剧院

（图 1）等十几家旧剧场。

戏剧谷位于市中心区，用地紧张，加建少量新剧场并且有选

择地改造一些剧场是可行的。由于上海目前除了天蟾逸夫舞台便无

传统戏曲的专业表演剧场，所以戏剧谷对传统剧种表演空间的重视

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点可通过对旧建筑的改建实现。中国传统剧目

表演对剧场的要求比较简单，无需复杂的机械舞台，观众厅也不用

太大，所以剧场不用像西洋剧场改造那样大的规模投资，也可以将

以前是其他用途的大空间建筑改造成适合演出要求的剧场，比如将

厂房改造成几百人的小剧场，如果对表演场地的要求很低，也可以

利用城市空间、场地条件布置一些临时性的露天剧场。一旦有几个

成规模的剧场和表演场地存在，就会形成传统剧种表演的小气候，

促进传统戏剧产业的发展。

整个戏剧谷新旧剧场结合互动，形成以南京西路—华山路为

主轴的三个主要产业区：分别是美琪大戏院—商城剧院—上海展览

中心—云峰剧院（图 2）的现代音乐剧产业区；百乐门的多媒体戏

剧产业区；上海戏剧大道—上海戏剧学院—儿童艺术剧院（图 3）

的都市话剧产业区。

又例如目前仍在规划中的北京东城区剧场群，该项目位于王

府井、东二环、银街、隆福寺和交道口范围内，现有 22 家剧场及

一批老影院。项目将通过潜在剧场资源的改造再建工程，比如把老

影院改建为戏剧场，最终形成拥有 30 家剧场的北京最大剧场群，

形成东城“剧场文化”圈。 

3.1.2主题乐园模式

这种模式是把公园、游乐园等娱乐设施与多种观演方式结合

在一起，以达到更大的趣味性，如闻名世界的好莱坞环球影城。国

内可以归纳为这种模式的有吉林长影世纪城（图 4）等。

美国环球影城可以看作是主题乐园模式的优秀案例。项目位

于纽约市西北郊，是纽约市的文化中心之一。环球影城将各个剧院

如“好莱坞碗”（ Hollywood Bowl Theater，图 5）、“朝食哌”

圆形剧场、希腊剧院、环球剧院（图 6）、抒情诗剧院（图 7）等

及一批特色电影院用富有趣味的游乐设施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可以

参观电影制作，解开特技镜头之谜，也可以回顾经典影片中的精彩

片断，寓教于乐，主题乐园带来更加具有冲击力的观演感受。

吉林长影世纪城是我国首个将电影制片工业与旅游产业相结

图1 美琪大戏院 图2 云峰剧院

图3 上海儿童艺术剧院 图4 长影世纪城球幕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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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电影主题乐园。在园区内设有 3D 巨幕、4D 特效、激光悬浮、

动感球幕、立体水幕等 5 个特效影院及一系列小型表演剧场，在这

些剧场中有巴西和俄罗斯舞蹈团带来的舞蹈表演、杂技艺术巡演、

“欢乐儿童节”、“中华绝技狂欢节”等主题表演，观众也可以参

与一系列的游戏娱乐活动。

3.1.3复合功能体模式

这种模式将剧场群与酒店、商业等建筑结合在一起，“以商

养文”，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国外的拉斯维加斯、国内在建的香

港西九龙文化区都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集赌博、购物、度假、观演于一体，这里

有光怪陆离的赌场建筑，有金碧辉煌的度假酒店，也有五光十色的

购物广场和极尽奢华的表演剧场，它们的联合形成了各行业互利的

局面，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益。赌场游客闲暇之余多会观看

著名的上空秀、O 秀等表演，而观看表演的人群又是酒店、商场消

费的潜在顾客（图 8~11）。

香港西九龙文化区则是沿用了“村落”的概念，将其划分成

三个区域：视觉艺术村、剧场村和集合着酒店、娱乐和商业的中村，

除此之外，在“村落”中纵横着许多街道，它们是香港城市街道的

延伸，沿街分布着各种商业设施，剧场和各种商业互相吸引大众，

联合受益。

3.2 从重视本土文化的角度划分的国内剧场群的发展模式

3.2.1对西方的大量模仿

国内已建成的剧场群多对西方模式进行大量照搬，却忽视了

我国的国情。比如在已建成的剧场群中，本土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多

处在弱势地位，各传统表演艺术团体无不为缺少与之相适应的表演

场所而苦恼。一方面是传统表演剧场的缺乏，另一方面却是大量西

式剧场的亏本经营。

上海戏剧谷便是这种模式的案例，项目明确提出要向纽约百

老汇和伦敦西区看齐，但目前上海戏剧谷只处在起步阶段，只有十

几家剧场，无论是剧场数量和产业规模都无法同前两者相比。而无

论对于纽约还是伦敦来讲，百老汇和西区都不是这两个城市戏剧的

全部，比如伦敦西区的剧场只占到了伦敦所有剧场的 40%，这两

个戏剧产业区作为戏剧产业链中的最高梯度部分，它们的成功也依

托于分梯度的戏剧和剧场结构，离不开其他片区的支持。上海戏剧

谷定位于“百老汇”，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形成完整的戏剧产业链，

类似于“百老汇”—“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这种结构，那

么仅仅依靠戏剧谷这十几家剧场和这一片区的戏剧产业人员是远远

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2.2对本土文化的回归

国内也在积极寻找适应本土文化的模式。北京天桥演艺区就

是对东方式剧场群的一次探索，目前仍在建设中。

天桥演艺区充分利用周边环境优势，将 50 个大大小小的剧院有

机组合进传统园林中，将中国的山水理念融合进剧场群规划设计中，

做到“景中有戏、戏中有景”。演艺区将呈现出典型的北方园林特色。

在剧场定位上，天桥演艺区较以往中国剧场群更重视本土剧

种的扶植，观众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来自西方的歌舞剧，同时可

图5 Hollywood Bowl Theater

图7 Universal Studios Lyric Theater图6 Universal Studios Global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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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Las Vegas 水上剧场图10 Las Vegas V Theater

图9 Las Vegas O Theater图8 O秀表演

图5 Hollywood Bowl Theater

以看到传统的京剧、曲艺和杂技表演，更有机会在园林中的露天戏

曲广场一展身手，充当一回戏剧票友。

3.2.3东西方的有机结合

建筑师期望能找到将东西方有机结合的方法，香港西九龙剧

场村就是一次创新尝试。

一反往常对于大尺度的迷恋，库哈斯从香港传统的村落空间

入手，形成“剧场村”的概念，“村落”中横纵交错的街道联系着

所有影剧院，使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尺度亲切宜人的整体。剧场村中

的全方位剧院属于一个大屋顶覆盖下集中多个小剧场的结构模式，

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表演。

剧场村不仅仅作为剧场聚落的存在，同时也是城市景观的延

伸，在表演场地中交错着园林和观赏海港、香港岛景貌的各类城市

观景台。

4  结语

剧场群设计是一门综合了各个学科的复杂学问，作为戏剧产

业链中的一环，它的发展应该被放到更宏观的范围内来看：剧场群

的机械设备同群落中各剧场的功能定位紧密相关，剧场群的规模同

演出团体密切相关，剧场群的布局方式同剧场群管理公司密切相关，

各种资源的优化整合是发展的趋势。

既向西方看齐，又要立足于我国国情，既现代又传统，是我

国剧场群发展的方向，不论对于剧场设计人员还是其他戏剧产业人

员来说都需要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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