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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喜马拉雅最新数据统计，《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著，王更新播讲）以11 . 15 亿的收听量
居有声图书热门榜榜首。作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
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用诙谐轻松的语言，真实再
现了1344 年至 1644 年，明朝三百年的兴衰历史。
官场政治、帝王心术、人伦道德，遥远陌生的历史
人物和事件鲜活地展现在面前。它以一种网络语言
向读者娓娓道出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人物。原本
在历史中陌生、模糊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一个个变得
鲜活起来。《明朝那些事儿》为读者解读历史中的
另一面，让历史变成一部活生生的生活故事。而著
名播音艺术家王更新则带领人们在声音的世界里穿
越历史，重回明朝。
  《哈利·波特》1至7部精品中文有声书全集
（J.K. 罗琳原著，光合积木演播）以3 . 38 亿的收听
量位居第二。由资深小说演播人张震、杨晨倾情演
绎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位居榜单
第三。该书由著名作家路遥于1988 年完成，一经
发表就引起轰动。《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孙少
平兄弟俩的奋斗历程为主线，全景式地呈现了一代
青年突破不凡、超越自我的成长史。一无所有的年
轻人与命运抗争的过程固然令人动容，而贯穿始终
的爱情更是感人至深。路遥倾尽一生心血完成的这
部史诗级巨著，改写过马云、潘石屹等人的生命轨
迹，受到陈忠实、贾平凹、王刚、王学圻等各界名
人的倾情推荐，传递给今天的年轻人最真实的力
量：人生的苦难与挫折只是躯壳，勇敢地遵循心之
所向，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就会缔造平凡中的伟
大，成就传奇。 

《异形：夺命舰》

领跑实时热门电影榜

  据豆瓣电影最新数据统计，电影《异形：夺命
舰》位居实时热门电影榜榜首。
  《异形：夺命舰》是由20 世纪影业出品，雷
德利·斯科特担任制片人，费德·阿尔瓦雷兹执导
的科幻恐怖电影。影片围绕一群年轻而勇敢的太空
殖民者展开，讲述他们为逃离外星采矿殖民地的沉
闷生活，在冒险探索一座废弃的太空站时，意外遭
遇了宇宙中最可怕的生命体——— 异形。狭窄幽暗、
危机四伏的空间站中，大逃杀的序幕已经被无情拉
开，人类再次成为异形生物捕猎的目标。在无尽的
黑暗与死亡威胁的笼罩之下，太空探险队员们能否
在每一次心跳的瞬间，察觉未知生物潜伏的丝丝寒
意？在这场你死我活的追逐战中，他们将直面怎样
的信任挑战和道德挣扎？当一个又一个同伴被残忍
吞噬，求救无门的他们究竟能否在这场太空杀戮中
寻得一线生机？影片场面宏大，情节震撼，带领广
大观众一同解开这些谜团。
  电影《重生》位居榜二。《重生》是由马浴柯执导，
马浴柯、顾浩然、赵颢哲编剧，张家辉、阮经天、张榕
容、马浴柯领衔主演的犯罪动作电影。该片讲述了在
东南亚，毒枭与警署署长葬礼同时举行，殡仪馆爆炸
揭开阴谋。黑帮之子沙旺、缉毒队长安渡与打手巴莱
各怀鬼胎，争夺利益。随着故事发展，阴谋策划者与
最终赢家逐渐浮出水面的故事。

《是好朋友的周末 2024》

登顶全网正片播放市占率榜

  据灯塔专业版App最新数据统计，综艺类全网
正片播放市占率第一名为《是好朋友的周末
2024 》。该节目是一档由优酷出品的聚焦熟人社交
的真人秀节目。在上一季的基础上，《是好朋友的
周末 2024 》进一步升级，以五组具有原生关系的
明星好友，去往不同城市展开别样旅行，一起寻找
真实有趣的周末生活方式为主线，从探讨“原生友
情”出发，聚焦当下熟人社交新方式，并通过对五
组好友在旅途中“相爱相杀”、彼此扶持的纯粹友
谊观察与体验，投射进现实生活，以期为当代年轻
人周末解压方式提供新思路。
  《喜人奇妙夜》居第二位。该节目是由腾讯视
频和米未传媒联合出品的喜剧综艺，由秦昊、黄
渤、贾冰、马东、高圆圆等担任观众代表。节目围
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热点话题与具有共鸣的情绪
主题展开创作，用Sketch （素描喜剧）、漫才、独
角戏、话剧等更多元化的喜剧形式，打造全民喜剧
派对，致力在多元、丰富的喜剧内容中，让用户收
获更多情绪共鸣与快乐能量。

《偶像的黄昏》

折桂巅峰飙升榜

　 据QQ 音乐巅峰飙升榜最新数据统计，歌曲
《偶像的黄昏》位居榜单第一。《偶像的黄昏》是
由周耀辉作词，袁娅维、杨英格、郑伟杰、 Eliot
Lee 作曲和Rap 词，由袁娅维演唱的歌曲，收录于
袁娅维2023 年发行的专辑《在与生俱来的不平衡
里 (ALLURE)》中。作为该专辑中最时髦潮流的
跳舞音乐，它用一曲惬意迷离带有放克元素的Nu-
disco ，借戏谑又妙趣的口吻发出对于这个时代娱
乐偶像的思考。
  周传雄演唱的《青花》居榜单第二。《青花》是由
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
于周传雄2007 年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蓝色土耳
其》中。周传雄一直想创作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
但迟迟未能如愿。机缘巧合遇到作词人陈信荣写下
的“青花”，从而无心插柳圆了他的夙愿。他认为青花
瓷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好
比爱情的承诺。在这首歌里，中式的旋律里融入了摇
滚的气息，分离的落寞和痛苦立刻被渲染出来，让人
感受到信念的力量与坚持。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晨晨 整理）

《明朝那些事儿》

问鼎有声图书热门榜

  □ 刘天然

  盛夏时节，“八喜·打开艺术之门”暑期
艺术节系列活动正在山东省会大剧院火热进
行。这里不仅有30 余部国内外优秀剧目轮番
展演，还有艺术工作坊、名家分享会、大师课
等数十场公益艺术教育活动依次举行，为火爆
的济南演艺市场增加了热烈的气氛。这一现
象，引发了人们对剧场和剧场艺术的深度
思考。
  何谓剧场？早在公元前6世纪，剧场空间
便伴随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发展而逐步形成。文
艺复兴时期，第一个拥有镜框舞台的意大利法
尔纳斯剧场，被誉为“近代剧场鼻祖”，成为
西方舞台建筑数百年的学习范本。西方著名的
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曾说过：“我可以选取
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的舞台。一个人在别
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
戏剧了……”可见“剧场”内涵之丰富，外延
之灵动。通俗来说，剧场是为包括戏剧、音
乐、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在内的各类现场演
艺活动提供的空间场所。传统剧场通常具有固
定的舞台、观众席和相关舞台设施，旨在为观
众提供高质量的观演体验。随着时代的发展，
剧场的定义也在进一步拓展，一些非传统的场
地，譬如商场、办公楼、户外广场等，正在成
为新型的表演空间。这些新型剧场不仅在物理
空间上有所突破，更注重观众的互动参与和沉
浸式体验，演出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
  剧场，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作为艺术
表演的圣殿，剧场代表了地方的文化高度，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放眼全球，伦敦的西区、纽
约的百老汇等，数百年来无数经典剧目在此轮
番上演，不仅成为城市的文化坐标，更被视为
艺术精神的象征。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剧场因
其悠久的历史而熠熠生辉，记录着城市的发展
变迁，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伦敦皇家阿尔
伯特音乐厅、巴黎歌剧院等，其独特的建筑风
格已成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
古老的剧院如今仍正常演出，迸发出极强的生
命脉动。
  中国剧场的发展同样历史悠久。从先秦时
期祭祀仪式和乐舞表演的坛台、庭院、宫殿，
到汉唐时期的亭台楼阁、梨园场馆，再到宋明
以来的勾栏瓦舍、戏园舞台，剧场形式不断演

变，至清代更是出现了气势恢宏的大型观演建
筑。北京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高三层，雕
梁画栋，结构新颖，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表演
条件和较多观众的欣赏需求。民间的会馆、戏
台等剧场也是争奇斗艳，如北京湖广会馆、天
津广东会馆、济南大观园等，久负盛名。中国
剧场形式多样，建筑精美，数量庞大且分布广
泛，见证了中国戏剧的发展历史，是人们欣赏
艺术、陶冶情操、获取审美享受的场所，是重
要的精神家园。
  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剧场在促进社
会文化发展、提升公众文化素养等方面也发挥
着积极作用。其一，剧场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各类现场演出，生动直
观地向公众传播优秀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使观
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与艺术的熏陶。文化
名城济南，素有“曲山艺海”之美称，南词北
曲荟萃，名角大腕云集，曲艺文化源远流长。
如今，山东省京剧院常年在梨园大戏院演出经
典剧目，在传承京剧艺术文化的同时，还吸引
了大批年轻观众，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传
播，加深了公众对传统艺术的理解和热爱，提
升了城市文化品位。其二，剧场作为文化创新
的前沿阵地，不断探索新的表演形式和表达方
式，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近年来，沉浸式戏
剧和互动体验式演出在各大城市兴起，如上海
一台好戏制作公司推出的环境式音乐剧《阿波
罗尼亚》，将小剧场布置成酒吧，舞台深入观
众席，观众围着舞台灵活就座，演员与观众近
距离互动，仿佛置身于酒吧的欢乐气氛，打破
了传统观演的界限，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
也赢得了热烈的市场反响。其三，剧场作为文
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引进和举办国际艺术
节、跨文化交流演出等活动，为国内外优秀艺
术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促进了文化多样性
的发展。每年举办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依托上
海大剧院、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等多家高水平
演艺场馆，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艺术作
品，不仅是国内优秀艺术展示的窗口，也是中
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舞台。其四，剧场作为
提高公众文化艺术素养的重要空间，通过开设
艺术讲座、举办艺术教育活动等，积极传播文
化知识，提高观众的艺术鉴赏能力，成为公众
接受文化教育、提升艺术修养的重要场地。
  当下剧场在运营和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挑

战。由于剧场设施、剧目制作前期投资大、成
本回收慢等特点，专业剧场面临经营压力大的
现实问题。为保障收入，一些剧场存在以租场
替代经营、过度依赖补贴、只重管理不重运营
的现象，妨碍和制约剧场的可持续发展。数据
显示，2023 年全国专业剧场的场均观演人次
较往年有所下降，场均票价较低，与2019 年
相比， 2023 年剧场的演出衍生品、周边产
品、赞助以及配套服务等其他收入也有所下
滑。观众年均观演场次有所下降，高价位演出
票销售疲软，剧场演出出现消费降级现象。这
需要剧场在运营中更加注重观众需求的变化，
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演出内容和服务。
  一要注重展演内容的多元化和原创性。沉
实厚重、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是一个时代文
化高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的关键所在。实践中，只有丰富的文化产品
供给，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艺术需求。
上海大剧院积极对接国内外优秀剧目，从音乐
剧《剧院魅影》、芭蕾舞剧《吉赛尔》，到舞
剧《只此青绿》、话剧《红楼梦》等，同时自
主创排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为本地乃
至全国剧迷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这启示我
们，新型剧场既要积极承接国内外经典热门剧
目的展演，也要注重原创剧目的开发和推广，
鼓励本土艺术家和创作团队进行创新，打造独
具特色的演出内容。
  二要注重展演空间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党
中央多次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健全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剧场演出行业作
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早实现了市场
化运营，剧场则具备了促进不同文化交流合
作、艺术教育普及、文化传承创新、塑造城市
形象、培养艺术人才等多重功能。近年来，在
国内各类商业综合体火热开展的小型脱口秀演
出、在上海亚洲大厦的“星空间”小剧场上演
的各种环境式音乐剧等，都是积极开拓演艺新
空间的成功案例。这类新型剧场注重观众的互
动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拉进观众与演出的距
离，提升了观演的趣味性和参与感。这启示我
们，新型剧场应具有多功能的空间设计，充分
利用非传统场地，激活艺术功能，拓展演出空
间的多样性，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
  三要注重地域品牌的特色化和创新性。山
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保护和运用好
红色资源，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推出了大
型交响乐《黄河入海》、歌剧《沂蒙山》、话
剧《孔子》、京剧《燕翼堂》《奇袭白虎团》
等优秀剧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目前，
有的国内剧场坚持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品牌，实
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比如，北京
天桥艺术中心以音乐剧为特色演出品牌，通过
自营、合作比例的不断扩大，确保品牌调性，
如今音乐剧演出已占全部票房的一半以上，为
剧场品牌塑造提供了有益借鉴。这启示我们，
发展新型剧场应立足自身所处的地域环境、文
化积淀、受众群体等不同情况，推行精细化、
差异化的发展模式，谋求长远发展。
  四要注重艺术教育的年轻化和普及性。以
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
世界。着眼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透过节目表
达情感，通过审美传达思想。面向不同受众群
体特别是年轻人，积极创新艺术表达方式和形
态，不断增强文化吸引力、感染力。福建京剧
院与厦门大学等省内高校合作，开展丰富多彩
的“京剧艺术进校园”活动，成功培养了大批
年轻京剧观众。这启示我们，新型剧场应积极
开展艺术讲座以及公益演出进校园、进社区之
类的文化惠民活动，特别要针对年轻观众的需
求，开发适合他们特点的演出内容和活动形
式，培养年轻观众的观演习惯和兴趣，形成完
善系统的艺术教育和观众培养机制。
  五要注重文旅融合的生活化和互通性。实
践证明，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大产业”发
展，积极开拓研学旅游、夜间旅游、演艺旅游
等新业态，拓展了市场空间，延伸了产业链
条，提升了单一文化产品或旅游产品的附加
值，达到了1+1>2的效果。陕西大剧院结合西
安历史文化，突出盛唐文化旅游特色，专门打
造沉浸式互动皮影脱口秀《皮影笑传》；民营
剧场开心麻花依托商圈、大型居民区以及交通
发达有潜力的剧场，布局文旅融合项目，取得
了不错的经济收益。这启示我们，新型剧场应
将剧场演出与当地旅游资源结合，积极融入社
区，成为社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
更多的“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文化旅游品
牌，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吸引更多游客和观
众，真正让艺术走进人民、走进生活。

剧场进化：新型文化空间的崛起与挑战

  □ 大众报业记者 张九龙

  1911 年的《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
中，提出了对学校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具体要
求：“通令高等小学及与之同等以上之学
堂，一律注重兵式体操；中等以上学堂，一
律打靶，并讲授武学；各种学堂，体操课一
律列为主课。”基于以上认识，山东在辛亥
革命后，凡是有学校的地方，均有一定的体
育活动。
  先来看看小学的情况。济宁崇德小学有
单杠、双杠、足球、网球、乒乓球等活动。
有的学校，还建起跳高、跳远的沙坑，以及
简易的篮球、足球场地。这时期的体育课内
容充实，体育、卫生、军训等均包括在内。
小学高年级主要有体操、田径、球类、武术
等；小学低年级则以游戏为主，如跳绳、踢
拍皮球、叠罗汉、推铁环、荡秋千、抽陀
螺、玩雪等。
  中学体育课内容也很丰富多彩。烟台的
洋学堂设立最早，会文书院提倡体育活动，
规定在每天有两次运动时间，上午叫作“放
小学”，下午叫作“游戏”。“放小学”是
开展“抢球”的游戏，“游戏”时间的运动
为“夺旗”，又叫“跑趟”，可以说是径赛
运动的雏形。 1915 年，山东中学学校体育
出现双轨制，兵操与近代运动并行。之后，
兵操在学校教育中渐渐退出，课程内容改为
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为主。

  全省各地发展面貌各有特色。
  在青岛，“洋”学堂的体育课“以学校
为推行基础”，新旧体育项目交叉进行。在
学校中，提倡练习国术、田径、游泳、足
球、网球、垒球、棒球等。 1925 年起，青
岛中小学校日渐增多，体育课日渐普及，女
子体育兴起。
  1908 年至1931 年，现代田径运动传入枣
庄的官办学校。学校每周均设三小时的体操
课，课外增设了田径、球类等活动。 1923
年，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在枣庄煤矿创办中兴
学校，引进近代体育项目及其设备，按照现
代学校体育教学的标准开课。低年级设四节
唱游课，高年级设两节体育课，教学内容包
括竞技游戏、模仿体操、柔软体操、器械
操、田径赛等。到北伐战争后，枣庄的小学
体育已经普及乡间。
  20 世纪 20 年代的潍坊，仿效西式教学
兴办新式学堂，均开设体育课，授课内容主

要为国术和体操。

潍县县立中学、广文中学、乡村简易师范、
昌乐中学、山东省立第十五联合中学等学
校，配有专职体育教师，教授体育课。这些
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工中，经常开展篮球、排
球、乒乓球、网球、垒球和田径活动，各校
建有规模不等的体育活动场地。
  1912 年设在济宁的省立七中，就已有单
杠、双杠、足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田
径等项目的活动。 1923 年，北洋政府公布
的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正式将体操课改
为体育课。济宁各学校在1925 年前后，将
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当时体育课的内容比较
简单，主要是队列练习、徒手体操，有的学
校做木哑铃操、棍棒操，以及简单的拳术、
球类和田径项目。
  20 世纪 20 年代，滨州的高等小学开设
有以田径、球类、体操等为主要教学内容的
体育课，初等小学则安排唱游课，每周两
节，另有课外体育活
动，活动内容有跑步、

跳高、跳远、滚铁环、踢毽子、跳绳等。
  在威海，当时小学从三年级开始设体育
课，教学时间每周120— 180 分钟。一、二
年级设唱游课，包括体育和音乐。威海的中
学体育课，至新中国成立前一般都是每周两
节。小学教学内容为队列、国术、跳绳等，
中学为队列、田径、国术、球类及体操等。
  1915 年初，德州的高级小学均设体操
课，每周一节。小学以游戏、跳绳、体操为
主，中学、高级小学以田径、球类及体操为
主。 1924 年，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每周
两节，小学增设童军课，高级小学增设军事
操，有的增添了武术课。较大的完全小学，
设专职体育教师，有简易运动场。
  聊城的学校体育始于1920 年前后，在
此之前学校未设体育课，学生下课后仅做些
游戏而已。 1920 年前后，各中、小学始设
体操课，内容是徒手体操和武术。 1 9 2 2
年，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内容是体操、打
球、武术。 1923 年后，随着竞技体育的传
入，学校体育运动正式开展起来。
  菏泽的学校体育活动始于1922 年。 1922
年国民政府新学制颁布后，山东省立第六中
学（今菏泽一中）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课
程内容由普通体操、兵式体操，改为田径、
球类等运动项目。
  20 世纪初，清朝政府“废科举，兴学
堂”，临沂的初、高等学堂设体操课，每周
2— 3 课时，以游戏和普通体操为主。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学校体育教学以田径、球
类、游戏为主，并开展课外活动。

百年前，山东的学校体育课都教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