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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问题及解决对策

问题1：本地文化挖掘与文旅场景规划不完善

天桥地区作为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资源。然而，当前园区的演出内

容中，对本地特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尚显不足。天桥老艺人的

技艺、故事等独特文化资源，未能充分融入演出节目和园区活

动中，导致游客难以深刻感受到天桥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园区文旅场景的规划设计中，历史文化内涵与文化旅

游元素的融合不够自然，比如关于老天桥的文化符号只是陈列

在博物馆中，没有与胡同里的建筑、景观等有机结合，游客难

以感受到文化元素背后的“天桥故事”与天桥文化发展脉络。

在空间利用上，园区总体功能分区不明、缺乏一定层次感，演

出场馆、休闲区与商业区没有明显的标识指引和清晰划分，在

园区内也没有形成互相联系过渡的游览路线，游客往往在观演

前后不知道下一个景点路线。

 

对策1：深挖天桥文化资源，优化文旅场景设计

组织专业团队深入挖掘天桥地区的历史故事、老艺人技

艺等文化资源，将其融入演出内容和园区设计中。通过设立专

项基金或平台，支持本土艺术家的创作和展示，促进本土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VR/AR技术）展示

历史文化遗存，增强互动性和趣味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

在深入整合园区产业现状后，应根据不同的功能业态对园

区进行合理分区，优化园区空间设计。将演艺场馆、文化展示区

域、休闲娱乐区域、商业服务区域等进行清晰划分，通过合理

编者按：在2024年“‘京’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

划园区行活动中，主办方邀请20位高校导师带领59名学生助

教开展园区调研活动近20次，广大师生通过实地调研，近距

离观察了解首都文化产业园区，为园区发展建言献策，最终

形成20余篇调研报告。本期，我们节选刊登中国音乐学院艺

术管理系司思老师团队和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王晓芳老师

团队的调研报告，并听听导师们在活动中的感言。

天桥演艺区一策：
开拓多元化文旅场景  
推进数字化园区焕新

北京天桥，这个可以追溯至七百年前元代的历史地
标，自古以来便是艺术人才的聚集地。据史料记载，自清
末以来，在天桥献艺的戏剧、曲艺、杂技等民间艺人多达
数千人。民国初年，随着香厂新市区城市改造的推进，
“新世界游艺场”和“城南游艺园”等娱乐场所建成，天
桥地区进一步引领了京城的时尚潮流。

天桥演艺区内集中了众多传统院落，这些文化遗产见证
了天桥地区的兴盛与衰落。然而，大部分传统院落内危旧平
房满布，建筑老化严重，基础设施缺乏。自2012年“北京天
桥演艺区区域规划”政策出台起，秉持“修旧如旧”的保护
更新原则，天桥演艺区对老旧的胡同房屋进行了系统腾退改
造，通过全方位提升空间软件硬件设施，使该区域逐渐成为
众多小微艺术馆空间和艺术家工作室的入驻地。

以园区内的赵春香微妙艺术馆为例，该艺术馆位于赵
锥子胡同24号，是一家以艺术疗愈为主营内容的复合业态
艺术空间，艺术馆由前中后三个厅组成：前厅是一个陈列
着一件件栩栩如生的手造艺术品的软陶艺术馆；中厅是一
个充满生机的小四合院，展现着自然与生活和谐的理念；
后庭则打造为一个温馨的空间作为艺术疗愈工作坊。这样
的改造与利用方式不仅保留延续了街区的传统文化风貌，
也让传统的元素在新的时代下焕发新生。

2024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作为中轴线历史文化景
观带的地标之一，天桥演艺区策划开展了一系列融合传统
与现代的活动，如天桥艺术中心于2024年8月推出2024“南
中轴·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等。通过多次实地调研踏
勘，中国音乐学院（简称“国音”）“园区行”导师带领
小助教在天桥演艺区的创新发展中发现了4个问题，并提出
了应对策略。

文/司思 郑禹 陆芊垚 刘宇豪（中国音乐学院）  图/王远征 天桥演艺区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解天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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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演艺区一策：
开拓多元化文旅场景  
推进数字化园区焕新

“京”彩文化·青春绽放

规划交通流线，将各个景点和场馆串联起来，优化文旅场景设

计。北京天桥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应在园区文旅场景中将历

史文化在时间维度上延续到现代旅游体验中。

 

问题2：园区宣传不足且与周边产业连接不畅

尽管天桥演艺区拥有独特的胡同群落和丰富的文化资

源，但其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仍有待提升。特别是北部

片区，分布着许多小微艺术馆空间、艺术家工作室和老字号等

文化亮点，由于宣传不足，外界对其了解甚少。

天桥演艺区在餐饮、便民设施等方面存在短板，如缺乏

高品质、多样化的餐饮选择，以及便捷的停车设施等，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客和观众的到访意愿。此外，周边产业

和园区的连接性不强，未能形成有效的产业链协同效应，如

艺术教育培训、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旅游服务等产业环节之

间缺乏紧密的合作网络。

 

对策2：建设园区特色品牌，增强与周边区域联通

依托天桥演艺区的历史文化和胡同群落特色，打造园区

具有辨识度的特色文化品牌形象，如设计统一的视觉识别系

统，举办特色文化节庆活动等。同时，利用社交媒体、线上线

下活动、特色展览、文化节庆等多种渠道，加大对园区的宣传

力度和品牌建设，特别是针对园区北部片区的特色资源进行重

点推介和打造。

加强园区周边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对餐饮、住宿、公共

交通、停车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引入多元化、高品质的餐饮品

牌，提升游客体验。其次，加强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联动，如与

艺术教育、旅游服务、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领域的合作，促进

产业融合，形成产业链闭环，提升综合竞争力。合理规划园区

内外空间，增强园区与周边区域的连通性，打造集文化、休

闲、购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区。

问题3：数字化基础建设和文化体验场景欠缺

在文化场景视野下，天桥演艺区在数字化建设与体验场

景设计上都存在欠缺。在服务信息的数字化建设方面，目前园

区缺乏智能导览设备以及数字应用平台，游客在参观过程中无

法准确、快速地掌握各个场馆的位置和路线，尤其对于初次游

览的游客来说，无法提前了解场馆位置及周边配套设施信息。

园区内的互动体验项目也有待丰富，除了传统的剧场演出模式

外，园区内历史文化体验活动及演艺项目互动较少，游客作为

文化体验主体的参与感缺失。

 

对策3：丰富文化体验项目，园区数字化升级焕新

园区焕新离不开数字化转型，天桥演艺区可结合现代科

技和艺术手段，开发具有创新性的文化+科技体验项目，让观

众可以结合科技手段增强沉浸式园区体验；通过更多元的方式

获取园区的详细信息和历史故事；开展互动式文化工作坊，让

观众亲身参与到艺术创作、传统技艺学习等活动中，增强体验

的趣味性和参与度。园区应致力于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搭建专

业的、综合性的数字化服务平台，除了票务预订功能外，打造

线上全景出行导览及各个胡同、场馆的背景介绍，推出演出周

边产品和文创品的线上商城，方便观众深入全面地了解天桥文

化，激活文化消费，打造智慧园区。

学生走在天桥演艺区中 师生在天桥演艺区打卡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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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音乐产业功能业态开发不足

北京天桥演艺区承载着丰富的音乐文化传统，但

作为音乐产业基地，这些传统的民间音乐文化在传承发

展环节较为薄弱，存在文化断链的风险，园区关于音乐

创作与制作发行环节游离于文化场景之外。音乐创作是

音乐产业的源头，但在园区内音乐创作环境尚未有效营

造，音乐创作人才及交流平台较少，导致基地的音乐创

排与制作产业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也难以提升在行业内

的影响力。在功能业态开发方面，音乐周边产品开发不

足，如具有特色的音乐纪念品、乐器模型等种类稀少。

 

对策4：充分开发功能业态，打造音乐全产业链

天桥演艺区自2011年起成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命名的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音乐产业基地的核心是持续的创生

能力，园区应进一步拓展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功能业态，

在价值链上游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搭建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音乐创作人才交流平台以及优化音乐创

作生产环境等。价值链下游积极开设音乐主题的休闲娱

乐场所、引进或培育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并加强音乐周

边产品的设计开发。完善和贯通音乐的全产业链业态。

在这次“‘京’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2024年园区行

主题日活动中，我有幸与其他多位来自高校文化产业方向的专家

学者组成“园区导师团”，作为“园区行”导师带领中国音乐学

院的师生深度调研天桥演艺区。

此次遴选的三位小助教是艺术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

生，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兴趣是音乐/演出产业集群。我和三位小助

教带着问题走进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天桥演艺区和周边

剧场、胡同及文化景观带。师生多次踏勘调研，寻访天桥旧址，

感受老城更新的风貌。调研初期，我们制定了详尽的计划，从了

解天桥的历史背景、演艺资源、文化特色、区位优势，到实地考

察各个剧院剧场、艺术工作室，再到与艺术家、工作人员进行深

入交流，每一步都力求深入、细致。小助教们怀揣着对专业的热

爱，本着带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学、带着答案走的务实精神，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这次园区行活动中。我们多次自主走访和线上

调研，为园区发展提出20余条建设性意见，完成80余次园区护照

打卡，同时形成2篇文献综述、1篇案例分析、3篇小助教调研文

章，12篇新闻报道，并最终完成1篇活动总结和1篇调研报告。

调研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挑战。如何准确捕捉天桥

演艺区的艺术特色？如何将这些特色与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相

结合？如何推动艺术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

我们的心头。但正是这些挑战，促使师生不断思考与探索。小

助教们在调研中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专业素养，他们不仅认

真观察、提问、记录、学习，还积极与园区工作人员交流，提

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系统调研，小助教们不

仅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现代

艺术的活力，以及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学

会了如何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文化与艺术形

式，坚定了文化自信。

这次园区行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实践、教学实践，

更是一次对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深刻洞察。作为带队导师，我为

小助教们的努力和成果感到骄傲，也期待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

作中继续发扬调查研究精神，为演艺事业的焕新发展，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司思
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教授
新华网文化产业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北京市哲社科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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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导师说

师生来到天桥演艺区的小微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