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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新秀，齐头并进
中国美术馆

展览总数：126场
参观人数：105万人次
入选理由：刘国松、何

多苓等艺术家个展、泰康十年
收藏展“图像·历史·存在展”

都值得一提。不过在当代艺
术展方面依然略显保守。

2012 年展望：将推出
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
特展。

国家博物馆
展览总数：42场
参观人数：370万人次
入选理由：去年3月开

馆，馆藏文物丰富、有惟一
性，如中国古代经典绘画作

品、玉器艺术展、瓷器艺术展
等。德国三大博物馆带来的

“启蒙的艺术”也颇具实力。
2012 年展望：馆藏文

物精品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展。

炎黄艺术馆
展览总数：18场
参观人数：20余万人次
入选理由：致力于梳理

中国现代美术经典的炎黄
艺 术 馆 品 牌 定 位 鲜 明 。
2011 年推出的“新中国美

术经典——再现收租院大
型雕塑展”、傅抱石展都是
其在该领地的耕耘。

2012 年展望：现代美
术经典大旗继续扛下去，将
推出庞薰琹等大师展。

国家大剧院
演出场次：约900场
观众人数：175万人次
入选理由：经过四年的

运营，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演
出领域的航母单位。形成了
新春、夏季、秋季三大演出季
和院庆演出周的全年演出设
计，并拥有“中国交响乐之
春”“五月音乐节”“国家大剧
院歌剧节”“漫步经典音乐

会”等多个演出品牌，还推出
一系列自制剧目。此外，在
艺术普及与传播以及培养新
人新作上也颇有成效。

2012年展望：歌剧季、
舞蹈季、音乐节都将继续。
将一如既往推出一批中国原
创歌剧，还将第一次举办舞蹈
节。“2012国际钢琴系列”也将
成为贯穿全年的重点。

保利剧院
演出场次：245场
观众人数：25万人次
入选理由：采取与名导

名团合作的方式推出演出
季等活动，取得了不错的社

会反响和票房。剧场配套
设施完善，员工素质较高。

2012 年展望：依旧与
赖声川、林奕华、孟京辉等
导演合作，推出精品剧目。

世纪剧院
演出场次：288场
观众人数：43万人次
入选理由：也许是地理

位置的问题，世纪剧院多年
来一直不温不火。但去年
夏天，因为音乐剧《妈妈咪
呀》中文版 80 场的驻演，
世纪剧院被打造成了阳光

明媚、蔚蓝清新的希腊海
岛，人气迅速升温，也引爆
演出市场话题。

2012 年展望：亚洲联
创已经在筹备第二部中文
版音乐剧《猫》，是否继续与
世纪剧院合作，把这里打造
成“猫窝”，让人拭目以待。

东宫影剧院
演出场次：55场
观众人数：2.2万人次
入选理由：虽然去年

10 月才开始正式营业，但
在为期两个月的开幕演出
季中，吸引来林兆华、航

程、濮存昕等专业戏剧人的
加盟，是一座有文化有品位
的新型剧场。

2012 年展望：继续与
林兆华等导演合作上演有
品质的艺术作品。

经营时间：18年
观众人数：无法统计
入选理由：去年初，地

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甲 45
号墙壁上，大大的拆字引起
热议。那里除了有国话的
办公楼，还是京城第一家小
剧场国话小剧场的所在地，
曾上演过诸多优秀作品，开
创了全国的小剧场运动，也
走出了许多著名导演与活
跃在演艺界的一线明星。

2012年展望：实力雄厚
的国家话剧院在广安门外得
以新生。相信通过剧院和艺
术家的努力，新的国话大剧场
和小剧场会继续续写历史，让
那里成为北京新的戏剧地标。

国家话剧院
帽儿胡同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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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入 选
“最艺术”特刊的
剧场，既有国家大
剧院这样实力强劲
的必选场馆，也有
东宫影剧院这样的
后起之秀。在评判
标准上，除了剧目
质量、场馆配套设
施、服务态度以外，
剧场所承担的社会
责任也成为入选标
准之一。而即将拆
除的国家话剧院帽
儿胡同小剧场第一
次也是最后一次入
选十大场馆，那里凝
结了太多人的记忆。

在艺术方面，
拥有全国最好资
源的中国美术馆、
国家博物馆这种
老牌场馆，在推动
大型社会性课题
展览的表现上一
如既往；而今日美
术馆、尤伦斯当代
艺术中心这些新
锐场馆，也对中国
当代艺术生活的
推动起着越来越
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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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19日，本报曾策
划了告别国话小剧场专题。

今日美术馆
展览总数：20场
参观人数：30余万人次
入选理由：向京、意大

利艺术家雅尼斯·库奈里斯

的个展都选择在此上演。
2012 年展望：王广义

大型个展、“未来通行证——
威尼斯双年展巡回展”等。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展览总数：22场
参观人数：50余万人次
入选理由：去年，它的

去留问题触发了艺术界各
类人士的想象。2011 年，
与中国当代艺术家汪建伟、

宋冬等深度合作，并引进了
日本艺术家宫岛达男、泰国
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的首次中国个展。

2012 年展望：顾德新
个展将成为春季重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