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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展现李白诗意人生的音乐剧《将进酒》

刚刚结束了 11 个城市的巡演，受到观众欢

迎。不久前，首届上海“演艺大世界音乐剧风

云榜”与首届“北京·天桥音乐剧年度盛典”举

办，来自各地的音乐剧从业者齐聚一堂，共同

见证音乐剧发展的新气象。近年来，音乐剧

演出市场呈现蓬勃态势，逐渐跨越以引进为

主的阶段，发力原创剧目，增强精品意识，市

场化探索也颇有成效，成为舞台艺术领域一

大亮点。

丰富题材 创新表达

曾经，音乐剧市场上受追捧的大多是引

进剧目。近年来，本土原创音乐剧紧紧抓住

发展机遇，焕发出强劲的创造力。

随着国风国潮在年轻群体中的流行，音

乐剧创作者更加着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

库中汲取养分，将丰厚历史内涵与创新表达

相结合，实现文化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融会。

浙江歌舞剧院创排的音乐剧《南孔》，以“礼”

贯穿始终，润物无声地传递家国之思和礼仪

之道。清雅的古琴音韵、磅礴的民族舞蹈，辅

以舞台上现代简约的光影与传统美学的留

白，营造出独特的戏剧情境。作品既深度考

量故事年代的美学特点，又以现代审美打破

时空距离，让观众走进动人的历史故事。

同样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剧

《将进酒》，展现了饱含情感和智慧的中华诗

文之美。面对诗人李白这个大众熟知的人物

形象，如何讲出新意？《将进酒》将故事聚焦于

青少年李白，注重刻画诗人的成长环境和人

生经历，让观众穿越历史长河，看到那个意气

风发、朝气蓬勃的少年郎。多媒体技术的应

用，在舞台上呈现蜀地风土人情，提高了作品

的观赏性。有观众表示“在这个家喻户晓的

人物身上看到了盛唐气象”。作品植根中华

文化沃土，赋予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因而能

感染人、打动人、鼓舞人。

找到传统与当代的连接点，让观众与古

人共情共鸣，一批颇具青春质感的古代题材

音乐剧，受到年轻观众欢迎。《赵氏孤儿》将主

题 定 为“爱 的 光 芒 、勇 气 的 光 芒 、善 良 的 光

芒”，以当代视角审视人物的人生选择，从形

式到内容都更契合当下审美旨趣。《刺秦》探

索了“戏曲音乐剧”这一新形式，在非线性叙

事中融入京剧念唱、越剧女小生等戏曲元素，

强化作品的情节张力。《杨戬》将二郎神和沉

香的故事重新整合，人物形象立体多面，让观

众在传说故事中观照自我，探寻成长、亲情、

青春等人生主题。

与此同时，一批表现当代生活的现实题

材作品，不仅拓展了音乐剧表现领域，而且赋

予其新的审美品格。北京歌剧舞剧院近年推

出的现实题材作品《在远方》《理想之城》《亦

梦亦真》“奋斗三部曲”，表现的都是当下观众

感同身受的火热生活。《在远方》围绕一批快

递从业者百折不挠的创业故事展开，反映社

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阐发“远方不是脚到

达的地方，而是心超越的地方”。《亦梦亦真》

讲述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坚持不懈创新攻坚，

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困境，推动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故事。“京味儿”音乐剧《南墙

计划》关注传统曲艺代际传承，“京韵+布鲁

斯”不只是曲风的交融，更象征着代际之间的

心灵对话。这些作品见人见事见精神，具有

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较好地观照了社会文

化心理，以新题材新表达扩大观众覆盖面，进

行了有益探索。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歌舞演故事的传

统。当下音乐剧创作要发挥传统歌舞的叙事

优势，也要融入新的创意构思、题材内容、表

现手法，增强作品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创作出

思想深刻、艺术精湛、观众喜爱、市场欢迎的

精品佳作。

探索模式 打造生态

类型多样的原创、改编和引进音乐剧推

动演出市场日渐升温，也促进了音乐剧行业

的良性循环。一些音乐剧制作机构根据多样

化的接受场景定制剧目，一些驻场演出也在

探索“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文旅融合之路，

以满足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文化需求。

当夜幕低垂，灯光璀璨，上海这座“爱乐

之城”便奏响乐章，国风、流行、都市等不同风

格的 20 余部音乐剧交织上演。人们可以探

访环人民广场的“演艺大世界”剧场群，来到

集合沉浸式小剧场的亚洲大厦，观赏驻演 3
年多仍一票难求的《阿波罗尼亚》等音乐剧。

城区其他地方也有专业剧场上演音乐剧作

品。在前滩 31 演艺中心，改编自经典名著

《战争与和平》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

1812 年的大彗星》刚刚在这里结束了多达 51
场的“限时驻演”。

一般来说，专业剧场长期驻演模式是一

个城市演出市场发达程度的试金石。只有观

剧 人 群 足 够 庞 大 ，才 能 支 撑 起 演 出 周 期 以

“年”为单位的“长期驻演”模式。研究显示，

在演艺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占人口总数 5%
的观众每年平均观看演出 15 次以上，贡献了

当地 30%多的演出票房。与此同时，还需要

人口总数 5%—35%的观众每年观看 5 部以上

作品，才能支持演艺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我

国文化消费潜力巨大，文化市场空间无限，音

乐剧行业有条件有机会走出一条多样发展、

多面开花的道路。

当前，我国音乐剧最普遍的演出模式是

专业剧场“定期轮换”、剧场院线“各地巡演”，

同时也出现了类似于亚洲大厦这样的“长期

驻演”形式。多形态演出模式增加了音乐剧

内容的多样化供给，让观众有更多高品质作

品可以选择。音乐剧宣传发行方面，“不在看

剧，就在看剧路上”的观剧达人，在社交媒体

上发挥着音乐剧推广的关键作用。用优秀剧

目先赢得 5%的资深音乐剧观众的青睐，再吸

引更多观众到来，成为当下效果显著的音乐

剧推广模式。

从惯例来看，音乐剧与传统舞台艺术在

运营上有较大不同。音乐剧行业往往采取制

作人中心制，这一模式有助于提高作品的质

量，提升剧目与受众的匹配度，营造良好的剧

场环境，服务文化产业发展。专业制作人创

新探索市场化路径，打通从“工作坊到市场”

的通道，优化从创作、制作到运作全产业链的

音乐剧生态。借鉴先进创作运营模式，近年

来，我国音乐剧产业链逐步成熟，剧场经营、

剧目制作、经纪业务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努力

实现更大产出效益，推动行业稳步发展。

音乐剧的繁荣发展不能依赖单一模式，

差异化发展带来更广阔空间。比如，诸多中

小型民营戏剧工作室另辟蹊径，明确类型化

定位，尝试打造“小而美”的音乐剧新空间，无

形中改变着观演关系和戏剧美学，给观众以

独特的沉浸式审美感受。越来越多的从业者

意识到剧场不只是一个观剧的场所，还可以

是一处围绕表演艺术建构的生活美学场景，

这也意味着，以音乐剧为纽带的文旅融合发

展拥有更多可能。

近年来，我国音乐剧在孵化原创作品、培

养创作人才、丰富演出形态、培育观众群体等

方面成果显著。我们期待，中国音乐剧在讲

好中国故事上不断精进，更好满足人们多样

化的文化精品需求。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下图为国家大剧院外景。

杜 凯摄（影像中国）

制图：蔡华伟

2023 年以来，“萌兰”“花

花”“香香”等大熊猫走红短

视频平台，以憨态可掬的外

形和各自不同的“性格”，赢

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这股

“大熊猫热”还带火了多地旅

游和熊猫题材文化产品。其

中，大熊猫题材图书数量显

著增长，成为图书市场一大

亮点。

其实，大熊猫题材图书

由来已久，多年来积累了丰

富的写作出版资源。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与大熊猫有关

的图书日渐增多，起初主要

是报告文学和科普作品。90
年代，专家学者撰写的大熊

猫题材博物图书受到欢迎。

进入新世纪，科学探险手记

打开大熊猫故事新的书写空

间，胡锦矗《追踪大熊猫的岁

月》《科 学 家 大 自 然 探 险 手

记：追踪大熊猫 40 年》等图

书，以有趣笔触激发人们的

阅读兴趣。近年来，赵良冶

《熊 猫 中 国 ：中 国 大 熊 猫 纪

实》等纪实类作品熔科学普

及和文学讲述于一炉，带读

者从多学科角度走近国宝。

这些创作出版实践，在普及

大熊猫知识的同时，也培养

了该题材图书创作人才，培

育了读者群体，同时也面临

着持续创新的挑战。

在本轮出版热潮中，个

性化书写成为鲜明特色。过

去，大熊猫多以群像出现，而

今“萌兰”“花花”“福宝”等大

熊猫都是与众不同的“这一

个”，富有人格化特征。作者

们突出大熊猫个体特点，以

拟人化笔触，饶有兴味地讲

述它们的故事。《熊猫花花》

刻画“花花”的“等腰三脚猫”

外形特点，还着力挖掘其憨

萌、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其

中吃饭被“夺笋”、抓小鸟扑

空等情节让人忍俊不禁。《熊

猫萌兰》则表现“萌兰”调皮

好动、活泼热情的性格，将网

络流行的“一字马”“拆家”等

视频转化成生动故事。通过

这样的刻画和塑造，作品不

再是单纯的物种科普，而是富有人情味儿、多姿多彩、不断

得以续写的“动物朋友”故事。

更加注重表现形式，提供多元阅读体验，也是这批作品

的一大特点。大熊猫题材图书仍属博物书写范畴，要以科

学为支撑。作者们在开辟讲故事空间的同时，也想方设法

融入科学知识。比如，讲“花花”由“干妈园润”代养时，介绍

这一安排符合熊猫繁衍特性，还以扎实的“大熊猫知识问

答”附录进行科普。在呈现形式上，当前畅销的大熊猫题材

图书，大多配以精美图片，一些图书还选录了专业大熊猫摄

影师的作品。《果赖！大熊猫》采用铜版纸全彩印刷，高度还

原大熊猫的真实色彩，图文并茂。不少图书还附赠高清海

报、熊猫明信片等周边文创，让图书阅读成为一种多元的文

化体验。

尽管作品琳琅满目，大熊猫题材图书其实还有很大创

新空间，这需要创作者们进一步打开视野，从更多角度开掘

破题、做精做透。比如，多年来，大熊猫作为“和平使者”，去

往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其可爱形象赢得人们喜爱，有的还走

进综艺节目，成为风靡当地的“动物明星”，这类以大熊猫为

纽带的中外交流故事值得深入开掘。再比如，从“濒危物

种”到“易危物种”，大熊猫的保护繁育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成果，以此为切入点讲好中国生态故事，也有待进一

步探索。

我们也看到，大熊猫题材图书中的精品和“爆款”还不

多，大熊猫与人的故事挖掘得还不够，能触达海外读者的图

书还有限。辩证地看，这些不足也意味着新的出版增长点，

大熊猫题材图书正等待更多有热情、有创意、有能力的创作

者参与进来，向国内外读者讲述更精彩的大熊猫故事。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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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当下音乐剧创作要发挥
传统歌舞的叙事优势，也要
融入新的创意构思、题材内
容、表现手法，增强作品的现
实感和时代感，创作出思想
深刻、艺术精湛、观众喜爱、
市场欢迎的精品佳作

类型多样的原创、改编
和引进音乐剧推动演出市场
日渐升温，也促进了音乐剧
行业的良性循环。一些音乐
剧制作机构根据多样化的接
受场景定制剧目，一些驻场
演出也在探索“主客共享、近
悦远来”的文旅融合之路，以
满足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
文化需求

借 鉴 先 进 创 作 运 营 模
式，近年来，我国音乐剧产业
链逐步成熟，剧场经营、剧目
制作、经纪业务不断优化资
源配置，努力实现更大产出
效益，推动行业稳步发展

过去，大熊猫多以群像出现，而今
“萌兰”“花花”“福宝”等大熊猫都是与众
不同的“这一个”，富有人格化特征。作
者们突出大熊猫个体特点，以拟人化笔
触，饶有兴味地讲述它们的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不少基层

组织深入开掘廉洁文化的历史底蕴和当代价

值，以短视频、有声书、戏曲等多种文艺形式，

引导干部群众以史为鉴、以廉润心，赢得掌声

和好评。其中，廉洁主题微电影也成为特色

鲜明的新载体新手段。

微电影讲故事生动有趣，干部群众喜闻

乐见，是发挥地方文化特色、讲述廉洁故事的

好形式。同时，微电影创作门槛低，也成为

基 层 单 位 创 新 廉 洁 文 化 教 育 的 有 效 抓 手 。

山东济宁梁山县纪委监委遵循这一思路，创

作 推 出《程 勉 退 鱼》《父 子 双 进 士》《夫 妇 双

清》《一分钱的故事》等一系列微电影作品，

在“ 学 习 强 国 ”等 平 台 上 线 后 产 生 积 极 反

响。这些作品围绕主题讲故事，表现故事主

人公的清廉为官和勤俭持家。系列作品没

有宏大的场面、炫丽的特效，镜头简洁洗练，

剧情寓教于乐，发挥了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

的艺术效果。

廉洁教育要入脑入心，先要拉近与观众

的距离。《程勉退鱼》等作品取材于当地流传

的民间历史故事。创作前，基层文艺工作者

和文史研究者一起，翻阅县志、察看碑刻、走

访民众、征集文献，搜集当地家风家训故事等

各类廉洁文化资源。这些扎根基层、扎根乡

土的工作，为微电影创作打下扎实的内容基

础和群众接受基础。这些人物为官清正的历

史故事，原本就在当地群众中口耳相传，微电

影上线后，人们“眼见为实”，加深了对故事内

涵的理解，民间廉洁文化的影响力由此得到

放大和强化。

作为视听艺术，微电影打动人心的关键

在人物。这一系列作品都在人物塑造上下了

功夫，根据微电影快节奏的叙事特点作了相

应艺术处理，尝试以小体量承载起廉洁文化

的厚重内涵。《夫妇双清》不对人物事迹做平

铺直叙，而是通过讲述刘宁夫人面对来历不

明的金银珠宝不为所动，将行贿人扭送官府

的故事，生动呈现刘家清廉质朴的好家风。

《黄河钦差蒋作锦》则在叙事角度上展现巧

思，把主人公为官清廉住磨坊、居官不徇私

情、亲力治理黄河、良言教子等几个故事串联

起来，叙事注重抓大放小、突出关键情节，多

侧面塑造人物清正廉洁形象。这些作品篇幅

不大，却比较生动地凸显了主题，给观众留下

较深印象。

这一系列微电影让我们看到，富有特色

的文艺创作在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上有很

大施展空间。以丰富的文艺形式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厚植廉洁文化底蕴，还可以有更

多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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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电影讲述廉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