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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艺人的寻访工作已
经基本结束，演艺区的建
设还在进行。

2012 年 6 月 8 日，天桥
的部分商厦仍在改造，外部
被帷幔遮挡，高处悬挂的横
幅上写着，“中国的天桥，世
界的舞台”。

刘学增介绍，演艺区在
规划时，也会充分考虑历史
风貌和文化传承，保护胡同
和会馆等历史文化遗迹，对
区域现状进行适当改造。

他说，宜兴会馆等保
留较完整的老建筑，会成
为区域标志性会馆；赵锥
子、储子营、校尉营等特色
胡同，也会得到改造。此
外，还有匹配的休闲步行
街区和会馆商业区。

经过半年的建设，天
桥演艺区起步区建设已经
初见端倪：演艺区规划建
设方案初步完成，天桥艺
术大厦启动招商，南中轴
路西侧美化亮化工程及北
纬路道路拓宽工程正式启
动，天桥艺术中心也将在

年内完成土方施工……
天桥演艺区建成后，将

成为东起南中轴路，西至虎
坊路、太平街，南起永定门
护城河，北至珠市口西大街
的全国最大演艺区。

整个演艺区按照“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
作”的原则，参照国内外成
熟剧院的管理模式运营。

在赵兴力看来，天桥
的文化资源优势不可替
代，演艺区的功能定位和
发展重点，都很好地体现
了这种优势。

5 月底，北京市规划委
网站公示了天桥历史文化
景观建设的四种方案，并
公开征求意见。

未来，天桥一带的剧场
群落，日常的演出既有京剧、
曲艺、魔术、杂技，还有中国
原创的芭蕾舞剧、歌剧、话
剧、音乐剧以及老北京的小
吃和文化展览，“酒旗戏鼓
天桥市”的盛景将重现。

建演艺区保历史遗迹
刘学增介绍，演艺区在规划时，充分考虑历

史风貌和文化传承，保护胡同和会馆等历史文
化遗迹。

传承民俗老酒散新香

“我已经很难找到爱听
古曲的年轻人了。”

面对着为民俗技艺搭
建的新舞台，80 多岁的老艺
人赵玉明有自己的顾虑。

她说，复兴天桥并不是
建剧场那么简单，需要面对
的困难太多，比如，时代的
变迁。

单弦儿、京韵大鼓、马
头调，面对讲台下困惑的学
生，赵玉明需要一遍遍的讲
解。如果让这些老技艺回
到天桥，像当年一样撂地儿
表演，赵玉明并不赞成。

“ 过 去 的 天 桥 翻 了 篇
儿，观众的口味也变了，你
得找到新的形式。”

有同样担忧的老艺人
不只赵玉明。对于这种担
忧，西城区相关负责人曾
说，天桥演艺区建成后，将
上演老北京的诸多经典剧
目，但一台舞台剧不可能一
年 365 天每天演，“可以利
用 3D 拍摄方式等新技术，
包装舞台剧。”

这是赵玉明欣赏的形

式，结合时代来传承民俗艺
术，要有创新。她更愿意古
曲表演成为天桥的一景，在
众多恢宏的剧场中占据一
个角落，成为大餐中的一道
小菜。

对 此 ，西 城 区 政 府 曾
表示，天桥演艺区内规划
了一些公益性剧场，除了
票价低廉，还会鼓励一些
传统民俗技艺的传承人，
和一些新兴的艺术团体，
在公益剧场免费演出，积
累舞台经验。

按照北京市的计划，首
都核心演艺区内的剧场，今
后从内容到消费都会差别
化定位，部分剧场坚持低票
价，让普通市民欣赏得起。

尽管对民俗技艺是否
还有观众市场抱有顾虑，但
5 岁起就在天桥唱古曲的
赵玉明，仍然忘不了曾经在
闹市表演的场景。如今，她
希望学生能代替自己，登上
一回新天桥的舞台，唱一出
当年最叫座的《鲁智深倒拔
垂杨柳》。

重建天桥：民俗文化登上大舞台
北京建天桥演艺区，将重现老北京民俗技艺，保护遗迹的同时传承非遗

2009 年 5 月 26 日上午，位于
东四十条、始建于1409年的皇家
粮仓“南新仓”开启仓门，拉开了
第三届北京南新仓·东四奥林匹
克社区文化节暨南新仓开仓节的
帷幕。市民不仅可以参观老粮仓
和大运河浮雕，购买民俗艺术品，
还可以折扣价格到院里的餐馆就

餐。开仓节持续至6月1日。
5 月 26 日一大早，在南新仓

古朴而时尚的小院里，已经有不
少市民前来参观老粮仓、大运河
浮雕和南新仓宝鼎，等待 600 岁
老粮仓开仓放粮。开仓节期间有
国学讲座、古琴演奏、民乐专场演
出和昆曲小剧场演出等。

北京表情 “南新仓”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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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力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元明时期的天桥复原图。
他时常会想象河沟纵横的天桥模样：桥南的荷花池塘充满了野趣，绿树成阴，路人如织。赵兴力是天桥街道

办文教科的副主任，他听老人讲过天桥曾经的喧闹，相声、评书、杂耍、洋片、大鼓、八角鼓、飞叉、中幡……这些都
杂糅在小贩的吆喝中。

1934年，随着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拓宽，天桥两侧的石栏被拆除，天桥桥址不复存在，而随着历史的变迁，
老天桥的民俗技艺，也和老艺人们一起，淹没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如今，“天桥”只是一个区域的泛称。

随着文化产业和非遗传承的发展，近年来，“复兴天桥”成为北京的一个愿望，随着复兴计划的实施，新的天桥
演艺区即将诞生。“十二五”期间，天桥演艺区将在现有14个剧场的基础上，通过新建和改造升级，形成一个约有
30家剧场的演艺群落。到2020年，天桥演艺区将拥有约50个剧场，成为演艺的地标性区域。

对于 86 岁的金业勤来
说，天桥承载了他年轻时的
卖艺时光。

1942 年，16 岁的金业勤
跟随摔跤艺人宝三到天桥卖
艺，众人送了他一个绰号
——“小老黑”，因为天桥的
烈日晒得他表演时只能看见
一嘴的白牙。

从前门大街一直往南，
过了珠市口，走到天桥剧
场，再往右拐一个胡同，马
路北边就是他原来的场子，
所谓的场子，其实是一个地
摊，永远露天的舞台，一茬
茬轮换的观众，开放、自由、
不受拘束。

旧天桥在历史中浓缩成
了一句诗：酒旗戏鼓天桥市，
多少游人不忆家。描绘的就
是昔日老天桥地区的繁华景
象。赵兴力说，天桥是老北
京的一块“飞地”，是平民们
娱乐休闲的场所，这片旧时
练把式的地方，什样杂耍、百
戏杂陈，形成市井喧嚣的通
衢闹市。

如今，老天桥地区只剩下

天桥剧场、天桥杂技场、天桥
乐茶园等几家单位，其余地方
和北京其他街市别无二致。

若要一窥旧日天桥的繁
华，只能从广场上“天桥八大
怪”的群雕里寻找痕迹。

赵兴力说，随着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战乱，来天
桥看表演的人越来越少，老
天桥的民俗文化，也和讨生
活的老艺人们一道散落。
上世纪 50 年代也是一个重
要的节点，公私合营后，对
天桥艺人们，政府给出三种
处理办法，要么分配进北京
市的各个曲艺团；要么改
行；想回老家的，政府也可
以安排。

金业勤记得，当年三弦
艺人果荣生，被分配进了房
管所；相声名家沙广森到了
某部委的文工团；练杠子的
曹鹏飞、顶碗的程家兄弟，进
入国家杂技团。

另有100多人，被分散在
各地的曲艺团，天桥艺人在组
织上被完全打散了，老艺人和
技艺一道，“断了篇儿”。

飞地消逝技艺断篇儿
赵兴力说，随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来

天桥看表演的人越来越少，老天桥的民俗文化，也
和讨生活的老艺人们一道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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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起，一个
旨在降低演出票价，文
化惠民的《首都剧院联
盟关于低价票补贴试
点方案》开始实施。根
据《方案》要求，北京将
有 13 家剧院的 15 个剧
场开始试行，将 100 元
以下低价票座位数扩
大到剧院座位总数的
30%，政府将对低价票
座位进行补贴。这也
是继年初首都剧院联
盟鼓励 30 家剧院设置
20%的 100 元以下低价
票座位以来，又一项文
化惠民措施。

“北京演出市场看
似红红火火，但高票价
是阻碍市场持久发展
的门槛之一，只有打破
高票价这个门槛，潜在
消费群体才会源源不
断地流入。低票价是
个杠杆，撬动起整个演
出市场。”道略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咨询总监
毛修炳此前接受媒体
采访时分析。

低票价是否真能

吸 引 更 多 的 观 众 走
进 剧 场 ？ 以 长 安 大
戏 院 为 例 ，据 媒体报
道，虽然京剧很难吸引
新观众，但 2012 年上
半年实行低票价后，长
安大戏院平均上座率
保 持 在 69%-73% 之
间，比往年有显著提
升。预计今年长安大
戏 院 总 营 收 增 幅 达
6%左右。

低票价只是北京
文化市场的措施之一，
打造东方演艺之都，则
是北京更深远的目标，
除了喊出“民俗的就是
世界的”口号的天桥演
艺区，东城区也在打造
天坛演艺区。

未来，东城区的剧
院数量将达到 61 座，
西城天桥地区的剧场
数 量 将 达 到 50 座 左
右，整个西城的剧场数
量达到 64 座左右。北
京中心城区高水准的
演 出 场 所 将 超 过 120
所，形成首都核心演艺
区雏形。

低票价撬动
文化大市场

怎么将“断了篇儿”的
民俗文化接起来，是曾经的
宣武区政府面临的难题。

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
部常务副总指挥刘学增，曾
任宣武区发改委副主任。
他说，1992 年，建天桥演艺
区的计划曾出现过，“但因
人口密度大，经济原因的限
制，搁浅了。”

2003 年，文化部、财政
部共同推进中国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宣武区成
为试点，老天桥的民俗技
艺作为一张城市名片，迎
来了生机。

“ 天 桥 的 复 兴 ，还 得
从寻访老艺人起步。”赵
兴力说。

随后的几年，赵兴力和
同事走遍北京周边，又与全
国各地联系，寻找天桥艺人
和传人。如今，各种民间绝
技的传人，已经找到了 50
多人，半职业化的老艺人传
人，已经超过百名。

寻找老艺人的过程也
曾出现过难题，“比如天桥

的说唱艺术，说的多，唱的
几乎没有了踪迹，直到认识
了弹三弦儿的果少卿。”

直至今日，赵兴力仍对
那场偶遇津津乐道。那一
天，一个 50 多岁的陌生老
爷子，突然来到街道办，说
自己会点魔术，如果今后街
道办有表演，可以叫上他。

一口应承下来的赵兴
力正准备转身离开，又想起
点什么，多了句嘴，“您认识
当年在天桥唱古曲的老艺
人吗？”

“怎么不认识，我们家
就是。”老爷子答道。原
来，听古曲的人越来越少，
原本弹弦子的果家，改练
了魔术。

在果少卿的帮助下，
赵兴力陆续找到了北京最
后一批唱古曲的老艺人。
如今，他和街道办的同事
建立了天桥艺人资料库，
借着举办“天桥杯”古曲比
赛和文化节等民俗文化活
动的机会，请回老艺人做
评委或献艺。

复兴天桥寻访老艺人

（下转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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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演艺区建成后，可以利用 3D 拍摄方
式等新技术，再现舞台剧，达到和舞台表演一样
的效果。”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李素丽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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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力和同事走遍北京周边，又与全国各地
联系。如今，各种民间绝技的传人，已经找到了
50多人，半职业化的老艺人传人，已经超过百名。

天桥演艺区发展进程

《宣武区“十一五”期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对
天桥街道进行了北京民俗特色
街区的区域发展定位。

●
20 06

年

北京市政府出台《促进城南
加快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加
快推进南中轴建设，打造天桥演
艺品牌，建设首都演艺活力区。

●
20 09

年

《北京市西城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天桥演艺区已被纳入“一核、一
带、多园区”的空间发展布局。

●
20 11

年

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公布演
艺区规划，宣布打造首都核心演
艺区。总投资150亿元。

●

20 11

年

10

月
底

将完成天桥艺术大厦装修
改造任务及天桥艺术中心基础
施工任务。

●

20 12

年

年
底

西城区天桥演艺区将建成
30个剧场群。

●
20 15

年

新京报制图/林军明

2005年，天桥电车总站，如今拆除后变成了马路。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2012年6月11日，天桥广场，一名路人在散步，今后广场附近将新增大量的演艺场所。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6月11日，天桥艺术中心工地，年内将完成土方施工。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日本投降后，金业勤仍旧在天桥卖艺。
金业勤 提供图片

北平沦陷时期，金业勤在天桥卖艺，那时是边说边练。
金业勤 提供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