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元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广州歌舞剧院的《醒·狮》，原本今

明两天在四川大剧院上演，但因为疫情
最终还是取消了。不过剧组人也来了，
台也搭了，最终决定今天晚上7:30继续演
出，线上直播，门票1元。”

7月21日，一段不能再简单的文案和
一张演出的海报，在成都人的朋友圈刷
屏。不仅如此，从线下到线上，《醒·狮》
完成了一场不可能完成的接力，吸引了
300多万网友在线观看！

将演出从线下搬到线上
仅仅用了48小时

7月21日晚的四川大剧院，原本应该
是喧闹的、喜庆的，作为中国舞蹈最高奖

“荷花奖”的获奖剧目，《醒·狮》原计划在
成都进行两天两场演出。

6天前，装载着道具的货车出发；4天
前，88人的演职人员团队也浩浩荡荡地
来到成都，开始了彩排。

广州歌舞剧院的官方微博还在18日
发了一条微博，除了搭台的场景照片之
外，还有成都著名地标IFS的大熊猫。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醒
狮的鼓点都无法敲响，演出还未开始就
遭遇重大变故。

尽管四川大剧院的负责人刘传已经
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
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舍不得啊，
舍不得，装台装了2天，彩排了3天，不演
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出剧。”

他开始琢磨，能不能把这场演出从
线下放到线上，“用四川话来说就是，来
都来了，还是想让他们把精彩的演出留
在四川。”

于是，刘传跟广州歌舞剧院院长、
《醒·狮》艺术总监、总导演史前进说了自
己的想法。史前进连夜召集演员们开会
进行沟通。“心里还是很纠结，我们连夜
开会，讨论如何通过线上技术，通过特殊
的方式把演出演好。说实话，我当时心
里也没底。”史前进说。

嘴上说心里没底，但不管是四川大
剧院还是《醒·狮》的创演团队，都是实干

派，沟通直播平台，为直播机位重新联
排，沟通用什么方式能够展现出最好的
镜头，如何用直播去展现字幕的解释，力
求能够给云端的观众带来美的享受。

云端票价虽定为一元
却体现对艺术家的尊重

决定将表演放到线上直播，卖不卖
票呢？如果卖票，标价多少才合适？

“改为线上演出，是7月19日作出的
临时决定，1元票价是7月20日才定的。”
刘传说。

在决定票价的时候，实际上内部也
有几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免费，也有
人说定价9.9元比较合理，最后，刘传拍
板：“1元，就1元！”

此前的门票早已销售一空，甚至供
不应求，如果《醒·狮》能在20日和21日顺
利演出的话，四川大剧院至少可收到44
万元的演出收入；但放在线上只收1元门
票，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本——网络
直播要花费2万元成本，是四川大剧院出
的。

“这个项目是我们在落地执行，知识
产权属于广州歌舞剧院，他们为了把这
么好的作品带到四川来，也是付出了很
大的成本和艰辛的。我在想，我们既要
把惠民工作做好，同时要体现艺术的价
值，定价就得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刘传
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繁杂，但更多的考
虑是对于创演团队的尊重。

“云端演出的票价如果定高了，市场
性强了，估计人们的消费想法可能又回
去了，会起反作用。如果不要钱，全免
费，那怎么体现我们对艺术家的尊重？
艺术是有价的，艺术品牌都是有价的，于
是我们想了一下，既能把人民性和艺术
的有价性结合起来的价格，就是1元。你
交1元钱，就可以欣赏到这么好的作品。”

一场不可能完成的“神话”
由百万网友刷屏接力完成

7月20日下午4点，四川大剧院的微
博发出了一条公告：“根据成都市疫情防
控的最新要求，为切实保障广大观众及
演职人员的安全与健康，原定于2022年7
月20日、21日在四川大剧院演出的舞剧
《醒·狮》将改为云端，对于广大不能走进
剧场观看演出的观众，我们深表遗憾。”

这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这将引发一

场百万人参与的刷屏接力。
田丽婉是最先发现“一元门票”的那

群人之一，她是演出行业从业者，有好几
个同事都购买了《醒·狮》的门票，一直密
切关注。田丽婉自己也有一个戏剧群，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四川大剧院的通告，

“这次的演出取消得很突然，台子都搭好
了，所以大家很惋惜，内心还是希望远道
而来的演员不要白跑一趟。”

她在点击购票的同时，也立刻将消
息传播到朋友圈，成为了《醒·狮》的义务
宣传员。“作为从业者，大家都知道这个
演出挺不容易的。别说路人了，好多同
业者都在帮着转发，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不竞争对手的顾虑。这个行业,大家其
实都有群，都能体谅彼此的不容易。我
是单纯觉得好剧应该多分享，还发了微
博，之后就是大家开始接力宣传了。”田
丽婉说。

十几个小时后，“接力棒”传到了高
中语文老师邓京手中。十天前，她在大
剧院看《牡丹亭》时，无意中看到了《醒·
狮》的海报，但当时已经买不到门票了。
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元门票”后，她毫不犹
豫地下了单，此时直播的热度只有6万人。

与普通观众一样紧张刷屏的还有刘
传。他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广
告”，很多朋友给他留言说想看，他高兴
地一一回复：“你们家有几个人看？”“我
给你们买票吧。”

“我昨天还在说，要是热度能有100
万就好了，但实际上我的心理预期是能
有三四十万就不错了。”他说这话的时
候，距离正式演出还有1个小时，热度已
经达到了80万，“再过一个小时，应该能
到100万？”

史前进也是一有空就开始刷新直播
热度榜，晚上7点，距离开演只有半个小
时，他给演员们开动员会，顺手一刷热
度，距离100万只差1万了。

晚上7点30分，直播间人数已经超过
了160万人。

史前进点了点头，开演！
这一夜，《醒·狮》不负成都，成都也

不负《醒·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荀超 徐语杨 摄影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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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1元登“云端”逾300万网友在线观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荀超 闫雯雯

实习生 刘星宇）7月21日晚，由广州歌舞
剧院带来的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在四
川大剧院上演。不过,这是一场特殊的
成都首秀——因为疫情防控原因，《醒·
狮》由线下演出改为云端直播，超300万
网友在线观看。

该剧已经在全国30多个城市巡演
180余场，曾荣获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舞剧奖，讲述两位舞狮少年的自我
觉醒与蜕变，反映了南粤儿女不屈不挠
的抗争精神。尽管此次成都站演出现场
有些“静悄悄”，但早在7月21日下午，成
都剧迷的朋友圈就被“《醒·狮》1元线上
看剧”的直播预告海报刷了屏。良心的
票价、优质的舞台和跨越地理限制的演
出方式，使得《醒·狮》不断“出圈”，就连
作家桑格格等都忍不住转发微博，为这
场线上演出打call。

21日晚正式开演时，《醒·狮》热度
爆棚，强势登上微博热搜榜不说，甚至
在开演前几分钟，直播页面一直显示

“当前直播间观看人数已满，暂时无法
进入观看”的提醒。到了19时30分，已

经有160万网友在线守候。演出开始不
到20分钟，在线人数超过180万……

作为观众中的一员、四川省文联副
主席寒露透露，《醒·狮》在朋友圈刷屏

后，她火速买了一张云端门票。在她看
来，这场演出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因
为疫情的影响，一场原本取消的演出，因
为思路的转变，意外盘活了。如果《醒·

狮》单纯在剧场演出，惠及的只是几百到
上千名观众，现在利用网络惠民政策，关
注度达到了数百万，惠及的是全网观
众。此举，不仅给成都市民带来振奋，也
给文艺界带来了思考。”

演出前夕，《醒·狮》艺术总监、总
导演、广州歌舞剧院院长史前进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这部剧口碑和热度双丰收的原因有
两个。一是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向
全国各地没办法来到广州的朋友展示
了丰富且富有内涵的文化特色，可由
此了解广州2000多年深厚的文化基
因。其二是极高的创新度。在创作初
期，艺术家们只要发现还有醒狮表演
的地方，他们都亲临现场，包括采访民
间老艺人。”

“舞台上每一个舞狮不仅仅是一个
样式，它更是代表一种中华文明的精神
和情怀。”这部剧把传统文化以更加符合
当代年轻人审美的形式传播开来。“这次
虽然是线上演出，但我们会拿出百倍的
精气神，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呈现给线上
的观众朋友！”史前进说。

《醒·狮》剧照。图据广州歌舞剧院

一场全网接力的1元演出
《醒·狮》从线下到线上的48小时

演员在演出前精心化妆，准备演出。

导演史前进在演出前给演员做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