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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把票卖出去”只不过是艺术之旅的第一步，伴随着超值的体验、愉快的心情，

东艺渐渐与忠实观众、铁杆会员之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心灵契约。

用真心，让年轻人的东艺情日久弥固

　　“我对交响乐的兴趣源于小时候的钢琴学习，枯燥乏味的

基本功练习之余，唯一让人感觉有成就感的事就是演奏一首经

典好听的乐曲了。当然，交响乐的复杂和奥妙是单架钢琴无法

比拟的，整个乐队气势磅礴的演奏是任何单种乐器难以企及的，

那些伟大艺术家们创作的经典作品，无一不让人沉浸其中，情

不自禁感叹音乐的神奇。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古典乐，

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让孩子从小学习钢琴等古典乐器，可见我

们对音乐素养的关注度普遍提高了，我相信古典音乐将在社会

上获得更高的地位。”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青年白领小陈对记者的这番“剖白”，

足证交响乐须从学生时代抓起。而东艺工作人员告诉《新民周

刊》，学生会员目前占比超过 7%，且有继续增长迹象，可喜可

贺。一方面，吸引学生对艺术产生兴趣，其未来的发展空间是

纵深的，是大有可为的；另一方面，现在的学生观众的数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市场主体的规模。东艺是全国第一个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所有演出均设学生票的剧场，从 2007 年 8 月

首推学生票，到 2012 年 2 月学生票扩大规模首次升级，开演前

一小时若有余票，至少一半以上会按学生票的价格出售给学生

低至 80 元每张。即使票面为 1000 元的票子，凭学生证也只要

80 元。2014 年年底起再度升级，他们将学生票范围扩大至全日

制大学硕士研究生。今年荷兰皇家阿姆斯特丹管弦乐团的演出，

两天就卖出了 100 多张学生票。

　　东艺的这一政策惠及了很多爱音乐的年轻人。青年音乐家

沈洋就是买着东艺的学生票成长起来的。当年他在上海音乐学

院学声乐，没钱买票，却喜爱音乐会，就经常到东艺等开场前

的学生票。后来他考上了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成为大都会歌

剧院的低男中音。尽管现在满世界跑，但他总不忘东艺的恩情。

　　东艺“志在明朝”的温暖心意，得到了同学们更加温暖的

回馈。不少东艺会员从学生时期开始就一直坚持在东艺看演出，

踏上工作岗位后此情仍不渝。东艺“十周年庆”百场演出的首场，

即杜达梅尔与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会前，有不少大学生下午 3

点便匆匆赶往售票处，边做作业边排队，等待购买当场学生票。

青春的热情“点燃”了杜达梅尔，他来到售票处，和排队的学

生见面，瞬间引爆惊喜。

　　“我们怎么看待未来？”东艺总经理雷雯侃侃而谈，“以前

选择的一些成功模式，我们继续，我很高兴自己继承了一笔精神

层面、物质层面上都价值不菲的‘嫁妆’。将来，我们除了一如

既往地推出学生票、公益票，每年也可依据 10%-20% 的比例，

因时制宜引入新鲜的东西，我允许试错，关键是要多元、灵活的

发展。我们是活在未来的，东艺需要考虑年轻人的市场、女性的

市场，不要把古典音乐搞成中老年专属品，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

化石，不要让年轻人觉得进剧院听音乐和自己的生活格格不入。

我们也要用年轻人适应的营销手段，在他们习惯的文化语境中，

杜达梅尔在东艺售票处看望正在购票的莘莘学子，瞬间引爆惊喜。小泽征尔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献演歌剧《费加罗的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