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南通新闻·城事 04

2023年2月25日 星期六 编辑：高磊 组版：李志坚 校对：王子璇

数字藏品自进入国内市场后就备
受瞩目，成为部分投资人眼中最新的

“财富密码”。一张普通的网络截图，
一旦标榜为数字藏品，身价就能从几
块钱炒到成百上千元。不少人经不住

“高额回报”的吸引而“入圈”，直到钱
打了水漂才发现自己实际是入了

“坑”。昨天，市处非办发出提醒：数字
藏品≠高额回报，务必警惕！

数字藏品源于NFT这一概念，就
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特定的作品、艺
术品等生成唯一数字凭证。根据中国
商业股份制企业经济联合会批准发布
的《数字藏品合规评价准则》团体标
准，国内发行的数字藏品一般是指通
过区块链技术对其发行、购买、使用等
流程进行记录的虚拟文化商品。一般
来说，数字藏品具备唯一性、不可复
制、不可篡改、永久存证的特征。

当下数字藏品成为行业热点，品
类丰富，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图片、音
乐、视频、3D模型、电子票证、数
字纪念品等各种形式。据了解，数字
藏品可参照《著作权法》《物权法》
等法律法规进行产品流转，但仅限于
使用目的流转。根据国家金融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数字藏品不可开展炒
作、洗钱、代币化、金融化、证券化
等挂牌或私下非法交易。因此，试图
通过投资数字藏品实现财富增值的，
务必保持冷静。

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从
事数字藏品网络交易平台经营需要

“两证一备案”，即区块链信息服务备
案、ICP经营许可证、EDI许可证、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同时要特别关
注的是，网络文化经营许可的范围必
须是“数字藏品”。

根据媒体披露，目前，数字藏品市
场虚假宣传、投机操作、盗用版权、虚
构价值、维权困难等乱象行为较多，相
关平台关停清退的也不在少数，存在
消费欺诈、洗钱、传销、非法集资等风
险。国家对数字藏品监管还处于探索
阶段，暂未出台专门的法律规范，涉及
的监管发声多以部门提示、倡议等为
主。如果涉及法律纠纷，还是参照以
往相关法律规定。

市处非办提醒市民，一定要警惕
不法分子蹭热度，在完全不具备相关
资质的情况下，私自搭建平台，极力夸
大、渲染“数字藏品”的投资价值，其本
质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支付老投
资者的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该投
资能不断赚钱的假象。广大市民一定
要理性看待数字藏品的属性、价值，牢
记“数字藏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本报记者张水兰
本报通讯员宋秀林

好 戏 如 约 ，心 潮 涌
动。跨越寒冬，2023年南
通演出市场近日开始回
暖，各大剧院正加速复苏，
逐渐恢复常态化演出。随
着《永不消逝的电波》《粉
丝来信》《只此青绿》等重
磅剧目陆续官宣定档，市
民观演热情渐趋高涨。近
日，记者走访了南通大剧
院、更俗剧院、开发区能达
剧院等演出场所，探访本
地文化市场新看点。

舞剧、音乐剧、儿童剧好戏连台，市民观演热情高涨

通城演出市场春“艺”渐浓

投资数字藏品
实现财富增值

？

市处非办提醒广大市
民：数字藏品≠高额回报

2月23日，记者打开“开发区能
达剧院”微信购票小程序，看到目前共
有5场演出在售，分别是魔术喜剧《我
是谁》、亲子剧《魔法时光机》《魔法城
堡探险之旅2》、亲子音乐会《森林狂
想曲》、皮影戏《大闹天宫》。能达剧院
总经理施雨介绍说：“今年，我们考虑
差异化运营，重点打造以亲子为品牌
的剧场，上线的剧目类型主要面向儿
童、亲子群体。”

据售票平台显示，3月18日下午
场的经典国粹皮影戏《大闹天宫》已销

售过半，受到市民欢迎。据了解，该剧
演员团队是具有百年历史的“马氏皮
影戏团”，届时，“皮影大王”马德民女
儿将来到剧院，通过将精美的皮影戏
与趣味的皮影体验相结合，为观众献
上一场中华传统技艺的视觉盛宴。演
出结束，现场还有手工皮影制作等活
动，让大小朋友们亲身体验，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

接下来，形式丰富的音乐剧、魔
术、绘本剧也将接续上演。4月，上海
宋庆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将带

来新剧《快乐的汉斯》《皇帝的新衣》；暑
假期间，专业绘本剧《我是中国人》、意大
利歌剧女王西尔维娅·柯碧尼歌剧音乐
会等多彩演出定档，将进一步丰富南通
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我们将继续发挥剧场优势，多引进
一些正能量的、能够对孩子产生正向激
励作用的优秀剧目，激发孩子的艺术天
性，培养孩子的艺术修养，丰盈他们的精
神生活。”施雨说。

本报记者杨镇潇
本报见习记者朱荭

亲子剧目主打 开启艺术启蒙

“从3月至9月，我们计划每月
上演不少于两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
主演绎的经典戏曲，持续做好高雅艺
术精品引进工作，满足群众‘味蕾’。”
南通更俗剧院总经理杨志军介绍说，
今年，剧院将推出“喜庆二十大‘梅花
争艳’戏曲演出季”，届时，梅花奖经典
剧目京剧、越剧、古典大戏《红楼梦》
《天仙配》以及地方特色通剧等，都将
亮相更俗舞台。

记者了解到，3月10日，“梅花
奖”得主主演的越剧《一缕麻》《盘
夫索夫》将献礼南通戏迷；4月21
日、22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四

朵梅花”及多位国家一级演员将同台
演绎 《女驸马》《红楼梦》 经典剧
目，两项均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精品大戏。杨志军表示：“南通的
戏曲氛围特别好，观众反响非常强
烈，我们接下来想继续引进川剧、粤
剧等更多戏种，继承百年剧场传统，
繁荣南通戏曲文化。”

为了能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艺术享
受，去年，更俗剧院加大投入，对舞
台进行升级改造，设备现已达到国内
一流水平，符合大型项目演出要求。
2月24日晚，七上春晚的“西安战
士战旗杂技团”在此演绎新版杂技芭

蕾剧《天鹅湖》，一幅幅唯美而震撼的
画面尽现，直击观众内心，赢得掌声不
断。3月 4日，东方魔幻音乐剧 《画
皮》将如约而至，该剧由中国音乐界泰
斗付林老师担任艺术总监、编剧、作
曲，带领观众沉浸东方幻境，重温旷世
经典。

杨志军还透露道，综观以往市场反
馈，南通市民对开心麻花系列剧目也比
较感兴趣。为此，更俗剧院与北京开心
麻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抓紧接洽，目前
已确定20多场演出项目。“其他大型剧
目正在积极争取中，估计到下半年整个
线下演出市场将达到一个高峰。”

梅花争艳续唱 继承百年传统

“从新年前后一段时间每天零票
房，到近两周每天数万票房，我们明显
感觉到南通市场迎来了春天。”南通大
剧院市场部负责人凌燕告诉记者。根
据大剧院发布的“2023春夏演出排
期”显示，今年2月~6月，18部剧
目已经定档，涉及舞剧、音乐剧、话
剧等多种类型，其中不乏国内“顶
流”剧目。

作为中国舞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
品，《永不消逝的电波》经历两次延
期后，确定将在4月14日至16日和
南通观众见面，粉丝期待值持续飙
升。“很多观众一直关注着这个剧
目，开玩笑说‘这次不会再取消了

吧’。而且从目前票房来看，是达到
我们预期的。”凌燕表示，近年来，
自舞剧《只此青绿》火爆出圈后，舞
剧在国内也掀起热潮，受到众多观众
青睐。“我们判断今年是舞剧年，下
半年还计划引进《咏春》等一批优秀
舞剧，该剧同样出自 《青绿》《电
波》编舞团队。”

此外，豆瓣评分 9.0、被誉为
“改写了韩国原创音乐剧历史”的剧
目《粉丝来信》，在经过本土化改编
后，将于5月登陆南通；南通大剧院
首部戏曲剧目——越剧《红楼梦》也
将于6月正式开演。“越剧是南通观
众呼声较高的，也是剧院第一次尝试

引进戏曲项目，希望《红楼梦》这部经
典作品能带给大家特别的视听享受。”
剧院营业部负责人王凯补充道，未来，
观众喜爱的、市场反响好的小型驻场音
乐剧也是考虑的方向之一，“后期国际
市场开放以后，剧院还将抓紧引进海外
优质剧目，不断丰富演出种类。”

今年，海门保利大剧院推出“新春周
年庆演出季”“江海文化戏剧节”，自2月
26日起“周周有演出”，满足市民朋友的
观演需求。其中，由邓家佳领衔主演的
舞台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将于4月
8日上演；观众耳熟能详的剧目《只此青
绿》，以及王者荣耀改编的音乐剧《摘星
辰》等重磅好戏也将陆续揭幕。

舞剧热潮来袭 观众备受期待

演出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