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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这一“异乡来客，”在国内文化产
业发展的大潮中，已经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
的一种商业演出形式。国内专业剧场报告显
示，音乐剧是目前演出频次最多的艺术形式
之一；2018年至2019年，在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的各类文艺演出中，音乐剧的票房和
观众数量实现双增长的势态；音乐剧排演也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产业链发展态势初具雏形

在音乐剧从业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国内越来越多的文艺演出公司将音乐剧纳入
商业化运营中，并专注于音乐剧在国内的发
展，他们为中国观众带来了不少音乐剧演出
及资源，也成功为国内音乐剧演出打开了局
面，例如引进经典音乐剧 《猫》《妈妈咪
呀！》《剧院魅影》《贝隆夫人》《吉屋出租》

《玛蒂尔达》《狮子王》《罗密欧与朱丽叶》
等。这些演出公司不仅以引进为主，也把

“投资、制作、原创”作为其主要目标，大力
推动中文版及国内原创音乐剧的制作，将许
多优秀剧目呈现给观众，如 《我，堂吉诃
德》《白夜行》等。

与此同时，以上海文化广场、保利剧院
为代表，国内越来越多的剧院拥有了符合演
出音乐剧要求的舞台及硬件设施，这些剧院
也致力于制作音乐剧，如上海文化广场自制
音乐剧 《春之觉醒》《我的遗愿清单》，就是
小剧场小制作的音乐剧，拓宽了音乐剧发展
的“小剧场、接地气”思路。

在音乐剧人才培养源头方面，自1992年
起，全国有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
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音
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 （排
名不分先后） 等十多所艺术院校，开设音乐
剧专业或依托培养的音乐剧班，专注音乐剧
人才的培养，为国内音乐剧舞台输送了许多
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一些综合类大学也设立
了音乐剧鉴赏类选修课程或剧社社团。但目
前音乐剧专业主要培养音乐剧演员、舞台表
演人才，而音乐剧的编创、导演、制作、译
配等行业内较专业的技术人才，还比较匮
乏。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音乐剧专家们，在
音乐剧理论研究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突破，
北京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音乐
剧研究中心等，也逐年提供了可靠有力的研
究数据报告及理论依据。

音乐剧观众群体仍需培养

据笔者调研了解，近年来，国内一些经
济发达地区的剧院，纷纷引进音乐剧演出，
不过票房热度仍局限于如 《猫》《芝加哥》

《摇滚莫扎特》等几部知名的国外引进经典大

IP剧，中文版、国内原创音乐剧还未能达到
票房预期；而其他城市一整年甚至都难以引
进一部音乐剧，比起电影、话剧、戏曲等在
国内已拥有稳定观众群体的文化演出形式，
音乐剧的“观众缘”似乎还欠火候，在全国
范围内的普及度仍有待提高。

以在江苏省排演过音乐剧的剧院所做
的随机问卷调查显示，观众对音乐剧的认
知尚不明晰，哪怕是刚看完某部音乐剧的
观众，也容易将音乐剧与歌剧、歌舞剧的
概念混淆，而一些艺术院校音乐相关专业
的学生们，对音乐剧的概念也仍是一知半
解。音乐剧市场的地域差异化明显，以江
苏 区 域 为 例 ， 音 乐 剧 演 出 主 要 集 中 在 南
京、苏州、无锡三地。而苏北地区鲜有音
乐剧演出，当地剧院也未有引进音乐剧演
出的计划。

据笔者调研统计表明，国内音乐剧观众
主体主要集中在“80 后”“90 后”年轻一
代 ， 其 中 19-25 岁 占 比 49.13% ， 26-35 岁
18.09%，36-45 岁 13.79%；从观众的文化程
度来看，初中以下占比 1.36%，高中 5.63%，

大专及本科 70.68%，硕士以上 22.33%；从职
业特征上来看，主要为学生、企事业单位、
教师这三类人群。目前，音乐剧的观众还集
中在有一定经济基础、文化底蕴及鉴赏能力
的群体上。

在机遇中培养良好生态

国内原创音乐剧的发展，不能仅仅是数
量上的增长，更需要质量上的提升，而音乐
剧从业者能否与观众真正“牵手”成功，创
作出叫好又叫座、国内观众认可的“精品”，
也仍是检验一部好音乐剧的重要标准。

通过演出公司或者剧院引进或者制作音
乐剧是不够的，国内音乐剧发展应突破思

路，尝试与其他行业互相渗透与合
作，增加音乐剧的文化活力，

吸引音乐剧消费者。不要局
限于商业大制作，回归
音乐剧小剧场“血统”，
将音乐剧演出进驻到一
些小剧场，甚至是文
旅创意空间的文化活

动、沉浸式体验是可行
之 道 。 要 通 过 搭 建 桥

梁，缩小音乐剧与大众生
活之间的距离，增加大众对

音乐剧艺术活动的参与热情，产
生良性互动。

音乐剧在国内的普及，不应局限于现有
的固定观众群，音乐剧的创作，也不应拘泥
于此。做不同种类题材的音乐剧，坚持将音
乐剧创作与中国观众审美特性相关联，在继
续培养音乐剧人才的同时，找准什么样的剧
最适合中国观众、什么样的观众最容易转化
成音乐剧的观众，才能真正培养大众对音乐
剧的观赏习惯，扩大音乐剧观众群体。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演
出市场经历巨大的考验与挑战，国外引进音
乐剧演出按下了暂停键，此时正是原创剧目
发展的机遇。国内剧院近期恢复开放，上座
率控制在每场50%，观众迫不及待地说，“好
想看演出”！这也为沉寂已久的舞台演出带来
了希望。国内音乐剧创作应逆流而上，好好
思考与打磨，寻求一些突破。

另外，特殊时期的大众居家现状与心理
解压的需求，成为“云娱乐”“云音乐”等线
上娱乐业态发展的催化剂。音乐剧也能借此
在互联网上获得新的生存空间，进行线下演
出与线上直播的结合，一次性满足固定观众
需求与扩大观众群体的双赢目的。

面对巨大的市场潜力，音乐剧的发展该
如何改变“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经历革
命性蜕变，扩大观众群体，整合产业资源，
形成真正的中国音乐剧生态圈，是国内音乐
剧发展的重要目标。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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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世代传承性，一

个是公众参与性。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是亿万民众共同的事
业，应该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受益权
最大限度地告诉社区、民众，这样人们才能形成共同的保护力
量。保护重要，利用重要，但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
传承，把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经过我们的时
代，完整地传给子孙后代。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谈文化遗产保护

▶动画之“美”，美在动画艺术和技术的多样性。动画的

多样性对中国动画的发展有许多启示，例如中国传统美术对中
国动画的影响。我们对传统艺术的养分挖掘还远远不够，特别
是对中国绘画，对它的写意、留白等视觉风格的运用。还有我
们引以为豪的中国戏曲艺术中程式化的表演之美。这些“美”
在世界动画的多样性中增加了中国的动画之“美”。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孙立军谈中国动画发展

▶演员要理解京剧的精华本源，尊重规矩设定，比如

《白蛇传》 的演员，舞双枪表示蛇有两条信子，舞单枪不伦不
类。京剧的传承首先在于“守正”，在新时代顺应潮流改编剧目
时，更应尊重传统，才能更好发扬国粹精神。京剧中的绝大部
分戏，都是在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
悌，它在一唱一动间，传递为人处世的道理，我们传承京剧，
就是用戏曲故事的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原中国记协党组书记、戏曲专家翟惠生在“2020西城
京剧发祥地艺术季”上表示

▶今年以来，线上展览成为全球艺术界的一种新趋势。

它既营造了一种虚拟的观展体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感
受、观赏视觉艺术和与之互动的方式。策展人在这样一个线上
展示时代要考虑的问题，也要更多地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的展览
传播方向。疫情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了许多
颠覆性的挑战。从今年春天开始，很多策展人都在围绕着这个
新背景对展览主题进行思考。比如说对灾难与生存危机的思
考，对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人与科技的关系以及有关本土与
全球关系的思考。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
2020“策展与未来”青年策展人系列学术座谈上表示

▶我一直在时代的感召下，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从人

民群众身上挖掘最真挚的感情和最令人心动的故事，把它们谱写
成属于这个时代的歌曲。这是一名创作者应该肩负的使命。对
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对家人的爱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甚至是对天地万物的爱，它们都是爱，只不过可以分别称之为“小
爱”和“大爱”。这两种“爱”是相通的——我们把自己的“小爱”传
递给他人，让“小爱”连在一起，这就是“大爱”。“小爱”是一根根火
柴，可以照亮身边的人，而“大爱”则是一根足以照亮世界的火
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呼唤爱、歌颂爱，让爱传递下去。

——作曲家舒楠谈 《生死不离》《追寻》《坚信爱会赢》 等
歌曲的创作理念

（本报记者 郑 娜整理）

扶贫题材创作是摆在电视工作者
面前的时代课题，如何才能沉下身
心，创作出有价值的内容，既能给贫
困地区群众带去帮助和希望，又能让

更多人了解扶贫工作、关注贫困地区，东方卫视励志体验节目
《极限挑战宝藏行·三区三州公益季》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尝试。

《极限挑战宝藏行》 将行程选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
贫困程度深，但民族文化、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富集的“三区
三州”。节目带着观众从新疆喀什出发，辗转云南、甘肃以及西
藏，所到的每个地方都有令人动容的故事。

在新疆，嘉宾到达常年与世隔绝的奇特村，这里的守林人
守护着全世界最大的胡杨林，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奉献两个
字，他们的后代也无怨无悔地继承着这份工作。在云南，嘉宾
前往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大山深处的一所小学，与一群淳朴的
学生相遇。孩子们讲述了自己简单美好的愿望：有的想做一个
蛋糕，有的想和高年级男生打一场篮球赛，有的想给坚守学校
的老师一次特别的感谢。嘉宾用心呵护着这些小美好，为孩子
剪头发、选发卡，置办运动衣和运动鞋，抵抗严重的高原反
应，陪孩子们认认真真打了一场篮球赛。

最新一期节目来到甘肃临夏东乡族自治县，这里是少数民
族国列省扶重点贫困县。节目别出心裁地为该县创办了宝藏夜
市，大家使出浑身解数推介当地特产，帮助它们打出名气，打
开销路。通过节目架起特产与市场的桥梁，利用公益宣传将互
联网与扶贫工作有效结合。节目还秉持“扶贫先扶智”的理
念，联动共青团中央、央视频、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发起爱心
公益直播“一起上书房”活动，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书助学，
共建乡村学校图书室。直播中，央视主持人朱迅和嘉宾共同推
介好书，带动更多人关注教育公益。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极限
挑战宝藏行》 第一集播出后，巴楚、鹿苑、白沙山、奇特村、
红海景区、留香瓜、罗布麻茶、巴楚蘑菇等纷纷成为网络热搜
词；巴楚篇第二集播出后，直接带动巴楚当地留香瓜和罗布麻
茶两种优质农产品的销售，节目以电视综艺的形式，深入挖掘
出“三区三州”风景的宝藏、物产的宝藏和人文精神宝藏，有
力助推当地脱贫攻坚。

本报电（文 纳） 9月4日至6日晚，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
音乐剧《一爱千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启首站线下巡演。

音乐剧 《一爱千年》 创排至今历经四轮打磨，今年 5 月，
以线上形式首演于优酷、大麦等平台，成为全国首部于线上首
演的音乐剧。该剧改编自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神话故事《白蛇
传》，用四幕讲述了“断桥相会”“药房成亲”“水漫金山”“雷
峰塔毁”四段情节，以白蛇、许仙、法海、青蛇的不同视角诠
释“爱”的主题。不同于 《白蛇传》 其它版本，《一爱千年》
颠覆传统叙事角度，运用音乐剧的理念和表演方法，对剧目逻
辑和框架进行全新设计，通过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让观众获
得视听俱佳的演出体验。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音乐剧《一爱千年》由陶诚
担任艺术总监，陈小奇任编剧，李小兵作曲，毛伟伟任总导
演，主创团队与主要演员均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在疫情防控
时期，中国歌剧舞剧院以创排《一爱千年》为契机，推陈出新，将

“线上先首演、线下再巡演”的全新理念运用到国产原创音乐剧
推广中。根据优酷提供的播放数据显示，该剧首演直播关注度
破 20万，点赞数近 45万，网络平台浏览量超 400万。该剧在北
京演出5场之后，将于11月4日至6日在上海演出4场，随后赴
广州、佛山等城市进行全国巡演。

本报电（记者郑 娜） 2021年“东亚文化之都”终审活动
日前在北京举行。评审活动上，太原、绍兴、敦煌、淄博、烟
台等5个候选城市代表围绕“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及城
市文化体系建设、城市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陈述与答辩，来自
城市品牌建设与城市规划、对外文化交流、公共文化服务、非
遗传承与保护、文物保护利用、文化和旅游产业等领域的21位
评审委员进行了认真评审。拟于2020年12月在日本北九州市举
办的第十二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三国文化部长将共同为
当选城市正式授牌。

“东亚文化之都”是实现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成果、服务
国内文化和旅游建设，加强对外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抓手，
也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全面实践、落实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倡议的具体举措。该项工作自 2013 年启动以来，
三国已有 21 座城市获此荣誉。当选城市将以“东亚文化之
都”名义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和旅游活动，通过各领域交流
合作与经验共享，带动城市和市民更积极地参与东亚区域文
化合作，带动城市文化建设，激发城市活力，扩大城市的国
际知名度、美誉度，切实实现以文惠民，以文兴城。

挖掘扶贫路上的“宝藏”
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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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东亚文化之都”终审举行

音乐剧《一爱千年》开启线下巡演

图片从上到下：
《我的遗愿清单》《狮
子王》《妈妈咪呀！》

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