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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拉起，剧场新生。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的新格局全面开启。
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院三址”总建筑面

积达到40万平方米，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同一城市、同一运营主体的剧院综合
体。李志祥表示，“国家大剧院主打综合性，承载‘歌乐舞剧戏’的演出门类；
北京艺术中心主打现代性，将不断拓展演出形式，加入音乐剧、现代舞等深
受年轻人喜爱的表演形式，吸引、集聚年轻人；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主打专业
性，为剧院生产运营提供技术保障，同时其‘爵士音乐节’将成为长期品牌。
三址将共同为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贡献力量。”

北京艺术中心建设接近尾声时，刘士俊来此报到。餐饮服务、剧场清
洁、观众停车……舞台之外，保证完备的服务是他的职责所在，行政综合管
理工作事无巨细，好在就职国家大剧院安保部近十年，丰富的经验让这个

“多面手”从容不迫。
2018年，随着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开幕运营，刘士俊从国家大剧院转场

台湖剧场，又来到北京艺术中心，亲历了“一院三址”的发展。
开幕演出结束，直到最后一位观众退场离开，刘士俊松了口气。
开幕大戏谱写了北京艺术中心的序曲，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演出和活动

将悉数登场。2023年12月22日至2024年1月1日，北京艺术中心“开幕艺术
周”期间将有9场不同门类的演出精彩上演。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悬疑话剧

《嫌疑人福尔摩斯》将启幕小剧场，吸引广大侦探迷们来一探究竟。元旦当
天，北京艺术中心将迎来2024新年音乐会，著名指挥家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携手宁峰等演奏家和王冲等歌唱家与观众共迎新年。

“北京艺术中心 2024 年上半年的演出已经确定，计划有 114 场。”江涛
透露，国家大剧院的一些经典剧目包括话剧《林则徐》《玩偶之家》及舞剧

《杨家岭的春天》将陆续引入北京艺术中心，两地同步上演。
北京艺术中心也将引入音乐剧、现代舞、先锋戏剧、沉浸式表演等，拓展

演艺新场景，打造吸引年轻观众群体的都市文艺生活集聚地。这里的活动
会更加侧重现当代艺术，发挥区域与周边环境优势，通过全新打造艺术
BPAC、湖畔时光音乐会、大师课及工作坊、群文小舞台等特色艺术普及教育
活动，积极探索更多公众参与的可能性。演出之外，全新开放的北京艺术中
心也将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参观。

“我们计划从首年度的300场演出，5年之内逐步实现年度650
场演出的规模，同时演出体量也会有所提高，特色文
化活动会从明年的 300场左右，5年内实现大概年度
600场的规模。”江涛不认为这是一个设想，明年年初
一直到六月份的演出排期已经基本确定，很多规
划也都列上日程，比如推进国际芭蕾舞编舞比赛
等项目落地北京艺术中心，“这些安排说话
就在眼前了。”江涛说。

一座剧院，一座城。以现代化定
位的北京艺术中心，传承国家大剧院
高标准高品质的艺术基因，
赓续千年的运河文脉，与新
城共同奏响华丽新乐章。

好戏连台文化粮仓
本报记者 关一文

启幕
“一条运河千里长，运河两岸是故乡；一条运河千年久，涛声桨影岁月流。”
大幕开启，在舞台巨型幕布呈现的杭州山水远景图下，在大运河粼粼波光中，饱含中国韵味的抒情序曲静

静流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员化作象征着运河流水的“水灵”，以似水般清澈柔美的音色，奉上了北京艺术中
心开幕大戏《运河谣》。

夜幕降临，灯光映衬下的“文化粮仓”犹如运河上的簇簇船帆，森林掩映中星光璀璨，艺术的音符飘向上空
闪烁跳跃……

2019年10月28日，规划在万亩绿心林海中的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正式动
工，2023年12月22日，《运河谣》在大运河畔浩然回荡，全新落成的“文化粮仓”正式投入运营。恰逢国家大剧院
建院16周年，从西长安街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的新格局全面开启，全球规模最大的同一
城市、同一运营主体的剧院综合体华丽亮相，艺术的触角也沿着运河之水向东延伸，辐射京津冀乃至华北地区。

开幕演出当天，恰逢国家大剧院建院 16周年，
基于“一院三址”开展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也全面
开启，来自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交
响乐团等艺术团体的艺术家们齐聚北京艺术中
心。“运河文明千载长，大运河畔首演《运河谣》，希
望国家大剧院也如歌剧中所唱‘美丽的故事代代流
传’。”《运河谣》的导演廖向红向北京艺术中心送上
祝福。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李志祥热情招待大剧院
的“亲朋好友”，向他们展示恢弘大气的新剧场，并
向艺术家们发出邀约，期待他们迸发更多的创作灵
感，为全新落成的北京艺术中心奉上精品力作。

“今天是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首次与观众见
面。”李志祥表示，城市副中心打造“千年之城”的伟
大征程给予了北京艺术中心发展契机，作为城市副
中心首批建成的重要文化建筑，北京艺术中心在服
务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肩
负重要使命。

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戏剧场舞台保持与国家
大剧院舞台同样模数，原创剧目的舞美、道具可以
快速在北京艺术中心完成搭建，提高演出期间装
台、合成、排练的效率，实现自制剧目无缝衔接。“与
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不同的是，北京艺术中心的歌剧
院将引入音乐剧，其声学设计高度适配这种表演形
式。”李志祥介绍，歌剧院拥有全球最大、声场一流
的沉浸式扩声系统，其舞台音响由整套共 138只音
箱组成，这套完整的沉浸式扩声系统是目前全球最
大规模，相比常规的沉浸式扩声，具有更强的兼容
性和听音效果。

北京艺术中心包括1800座席歌剧院、1550座席
音乐厅、1000座席戏剧场、500座席小剧场、650座席
绿心露天剧场，以及排练厅、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艺
术展厅、公共休闲等公共服务用房，总面积达到12.5
万平方米。从恢弘大气的外观到尖端前卫的技术，
艺术家们称赞有加。李志祥也颇为感慨，“2007年
国家大剧院建成时，当时国内市场供应还非常有
限，像戏剧场的座椅我们只能从法国进口。近年来
中国市场进步飞快，如今戏剧场座椅全部都实现了
国产，明年一月戏剧场将会迎来首场演出。”

“守正创新”贯穿剧院建设运营始终。北京艺
术中心将承载大剧院的成功经验，结合对剧院及行
业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完成对
六大平台建设的新探索。未来，其“一院三址”将在
适应文化消费新方式、大众审美新需求和受众欣赏
新习惯上继续探索。

12月22日开启运营后，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演出
陆续登场。2024年元旦当天，备受观众期待的2024
年新年音乐会将在这里上演，而北京艺术中心2024
年上半年的排期表已经安排了114场演出。雨后春
笋，势如破竹。

开幕之夜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朦胧夜色的映衬下，身着“盛装”的北京艺术中心流光溢彩，灿若星河。昔日破旧
的小圣庙村蝶变富丽堂皇的艺术殿堂，让摄影师张寅生感慨万千。

北京艺术中心所在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彼时还是东方化工厂，工厂北邻小圣庙村，南侧有一个靶场，张寅生
经常去那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通州人，拍摄身边的变化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一次他路过小圣庙村，看见
这里开始征地拆迁，他饶有兴趣地随手拍下的几张照片，竟成了记载北京艺术中心历史脉络的珍贵档案。

征地拆迁、荒地开挖、吊塔林立、机器轰鸣……拍久了，张寅生才了解，这里将要建成恢弘壮阔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这可是关系通州人民生活福祉的大事。”张寅生眼前一亮，这里成了他没事就来看
望的“好友”。

更有缘的是，2020年，国家大剧院招募摄影师拍摄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时找到了他，此后，张寅生成了国家
大剧院兼职摄影师。几年来，一张张照片记录了北京艺术中心拔地而起的光辉岁月，有关这座剧院的成长故
事也深深镌刻在他的脑海中。

音乐厅是北京艺术中心首个具备使用条件的室内剧场。2023年9月27日，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迎来首场
测试演出，张寅生激动前往，步入其中，眼前豁然开朗。“山地葡萄园式”观众席开阔舒适，色调典雅；宽22米、进
深15米的舞台可容纳四管编制交响乐团；中央正后方，一架奥地利里格尔管风琴明快银亮。“太震撼了！”回忆
起拍摄历程，张寅生对这台“乐器之王”印象深刻。

这座“巨无霸”管风琴由皇家宫廷御用制琴商奥地利格尔管风琴公司制造，共有86个音栓，6002根音管，以
五组圆弧横向排列，仿佛一朵四季常开的月季，又似水花溅起，配合观众席两侧的西班牙小号音管，可以将每
一个音符洒向音乐厅的各个角落。

演出当天，北京艺术中心热闹非凡，一千多名观众慕名而来。测试环节是当天的重头戏，一个“圆球”被搬
到舞台中央测试声源。观众满场时，测试声源会播放由低频到高频的扫频信号，工作人员持麦克风在观众席
的5个区域持续测试。

那天晚上，坐在台下的杨志刚紧张又兴奋，他和团队耕耘数年的声学设计方案就要在这天给业内人士和
广大观众交上一份答卷。

杨志刚是上海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声学及剧院专项设计研究所所长，该所也是北京艺术中心声学设计团
队之一。从剧院建设初期到开幕运营，他和团队孜孜不倦地为剧院声学设计攻坚克难，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
本电脑里，存储着数十万字的调研报告和设计方案，几万张设计图勾勒出北京艺术中心声学设计的构想。

“满场测量是最接近实际演出的测量条件，它要求现场观众作为人体吸声面，安静地坐在位置上，还要忍
耐测试噪声。”杨志刚介绍，“对建筑声学测量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条件。99%的厅堂验收测试都只能是空
场测试，这次满场测试非常难得。”专业人员将根据最终指标给出最佳的返音板高度设置等建议，完善剧场声
学体验。

结果在意料之中。数据显示，北京艺术音乐厅的混响时间为2.55秒。“也就是音乐厅的表演者发出的声音
衰减到60dB的时间为2.55秒，这个时间越长声音就越丰富。”杨志刚向记者解释，北京艺术中心的混响时间优
于世界著名的波士顿交响音乐厅和柏林爱乐音乐厅，声音效果居于国际前列。

一个月后，当捷杰耶夫携马林斯基乐团在音乐厅铿锵启奏，震撼全场的声场效果得到了这位国际大师的
肯定。“我为中国朋友们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10月25日晚，首次登台北京艺术中心的捷杰耶
夫非常兴奋，“新剧场不仅有颇具现代感的外观，更有震撼全场的声场效果。”排练时，捷杰耶夫特意到北京艺
术中心的前厅后台边走边看，他向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厅。希望未来这里能为众
多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和来自各国的音乐家提供机会。我们会尽可能帮助年轻的音乐家经常来北京艺术中心
演出，这里将充满美好的音乐。”

当晚，一曲未写在节目单上的“彩蛋”《我们走在大路上》点燃了副中心演艺历史上振奋人心的时刻，友谊
的旋律温暖流淌，绵延不绝。“音乐一起，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对于资深古典乐迷李冉来说，在家门口看捷杰
耶夫执棒马林斯基，恍然如梦。家住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附近的她，过去几年常常“跋山涉水”看演出，每次都要
几经辗转乘上八通线，再穿城而过。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门票攒了厚厚一沓。“以后不用
专门往市中心跑了，开车五分钟就能欣赏到国际天团的演出，简直难以置信！”李冉幸福得满眼放光，相信不久
的将来，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师”到访。

交响回荡
为了满足副中心乃至京津冀观众的需求，结合城市副中心的地理区位特

点，北京艺术中心从规划初期就使命重重。在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
人江涛看来，这里可以看作是城市副中心的第一个综合类剧院，而放眼全北
京，它又区别于其他经营多年的剧院，扮演着北京剧院文化中不同的角色，应
该有不同的产品供给，实现综合文化服务产品的丰富和创新。

连日来，为了迎接剧院的正式开幕，江涛忙得不可开交。作为一个资深
剧院人，北京艺术中心就像是他的孩子，“舞台、灯光、声响……剧院建筑的建
设专业性要求非常之高。”江涛回忆，早在2020年，国家大剧院就成立了筹备
组提前介入北京艺术中心的建造和设计，为的就是利用剧院运营十几年来的
专业经验，结合精准定位制定运营规划，包括对空间、功能的可拓展性和实用
性等，提出很多建议，其中不少如今已落地变成现实。

从一片工地到一座剧院，从一纸规划到一台演出，江涛有些激动，“仿佛
梦想照进了现实。”

直到演出开始前的一个星期，剧院还在紧锣密鼓地调试设备。除了舞台
演出，餐饮、交通、后勤保障……事无巨细。眼见一个庞大的管理体系顺利运
转，江涛感慨不已，“这不仅是中国剧院建设的一次创新探索，也是城市副中
心的文化大事。”

“在保证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等舞台高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在运营规
划初期，我们就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一个更加开放的剧院，舞台之外，观众能在
开放空间中找到更多的现代表演艺术，形式更具多样性和想象力。”江涛说。

结合城市副中心的地理区位特点，北京艺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丰
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上寻找突破，比如举办以开放艺术节为代表的演出周边
活动，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艺术与生活之美、更富参与感的公益艺术普及活
动、舞台以外空间的综合艺术的运营、青年艺术家扶持及作品孵化、国内外艺
术交流活动、文化建筑间的联动等，都是服务创新的思路。“我们在建设中就
为剧场外的公共空间预留了管线、灯光、音响和电源等设施，让这些空间都能
成为演出和活动的承载地，‘处处是舞台’。”江涛介绍，为了丰富开放空间的
内容，大剧院还成立了特色艺术经营团队，专门为“小舞台”定制展览展示、艺
术沙龙等，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戏剧场、音乐厅外，都设有小舞台区域，未
来会实现常态化运营。

在北京艺术中心的巨幅生态画卷里，露天剧场是一次创新尝试。
你很难不被音乐厅北侧那座下沉式露天剧场吸引。森林掩映、绿荫环

绕，它不仅配备高标准的专业舞台和声光电设计等硬件设施，而且后台钢琴
房、化妆间、休息室等一应俱全。剧场设置650个座位，未来有望扩充至1500
至2000人的容量，力求打造北京最专业的露天剧场。

露天剧场接近音乐原本的自然状态。国际上很多大型音乐节都选址在
公园里的户外剧场。比如柏林森林音乐会，每年夏季，柏林爱乐乐团都会在
柏林西郊外的一座森林剧场举行演出季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维也纳夏季音
乐会则选址绿色花园美泉宫，让观众徜徉在大自然中欣赏音乐。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和北运河营造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打造户外剧场，
在设计上我们也参照了这两个国际案例，环境设计尽可能无遮挡，观众可以
席地而坐。之所以将其建成下沉式，也是为了不破坏绿心公园里原本的自然
景观，原汁原味保留绿色森林的氛围。未来，露天剧场将举办交响乐的音乐
节，并探索戏剧、家庭亲子剧、沉浸式演出等。无论是景观设计、舞台专业标
准，还是服务设施，它都很有可能成为北京最好的户外剧场，也会成为北京艺
术中心的特色。”江涛说。

开放舞台

一院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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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厅灯光亮起，静待管弦齐鸣。
本版摄影 常鸣

北京艺术中心内部景观

（施工中）（完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