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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困扰着音乐剧创作界和研究界的最常见的问题 手段 ， 把生活中的 矛盾冲突集中地再现于舞台 之上的艺

之一
，
就是如何看待音乐剧与歌居 ｉ

ｊ和中 国戏曲的关系 。术形式 。 因此 ，
戏剧研究者多认为 ，

广义的戏剧包含 了

音乐剧是现代都市文化中
一个独特艺术现象 。 如 话剧、 戏曲 、 歌剧 、 舞剧 、 音乐剧等艺术形式。 从其名

今美国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 ， 每天都有几十个不 同 称上看
，
当今美国人称音乐剧为ＭＵＳ ＩＣＡＬ

， 以前称为音

的音乐剧作品 同时上演 ， 世界各地的音乐剧从业人员乐喜居ＵＭＵＳ
丨

ＣＡＬ ＣＯＭ ＥＤＹ
， 英国人 目前依旧称其为音

和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蜂拥而至 ， 使百老汇和伦敦西区 乐喜居
（ １
ＭＵ Ｓ ＩＣＡＬＣＯＭＥＤＹ ， 而法国人则称之为小歌剧

成为世界音乐剧 的创演中 心和产业中 心 ，
并由此辐射Ｏ ＰＥＲＥＵＥ

， 从这些外文名称上可以看到音乐剧早期与

开去 ， 在世界各大都市遍地开花 。 作为一个新的艺术 歌剧艺术有些许关联 ， 但是随着音乐剧 的发展 ，
人们逐

门类
，
音乐剧已经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的强势力量 。步认识到

，
无论其内质还是其表现 ， 音乐剧都有 自 己的

在这样
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 音乐剧属于全世界 ， 质的规定性。

也理所当 然地属 于 中 国 ， 但它毕竟不是 中 国 的音乐音乐剧能够成为
一

门独立的艺术门类 ， 首先是 由

剧。 音乐剧要真正地在中 国的文化艺术土壌上生根 、于音乐剧明确以戏剧为主导 ，

强调歌舞的共同叙事功

发芽 、 成长 ， 并在世界音乐剧史上留下 自 己的位置 ，能 ， 其更 为重要的
一个质的规定性是 ： 音乐剧歌舞叙

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与此同时 ，
有一个问题必 事的音乐语言 ， 是以现代流行音乐为主要叙事语言 。

须受到追问 ： 我们需要如何廓清中国音乐剧 自 身的美 这是音乐剧与歌剧艺术被分为两大艺术 门类的重要原

学特点 ， 以确立 自 身的创作与表演程式 。
这样的追问 因 。 １ ９２７年出 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音乐剧 《 演艺

是必要的 ，
因 为没有哪

一

种类型的艺术 ， 可以没有 自 船 》
，
其中 的歌 （ 音乐 ） 、 舞 （ 舞蹈 ） 、 剧 （ 戏剧 ）

身 明确的质的 规定而得到 大众 的认可 ， 得以健康发 三者的融合 ，
为后来的音乐剧提供 了

一个基本 的创作

展
， 并获得大众长久的认可与追随 。

显然
，
这是

一

个 模式 ，
即要求对 白 、 音乐 、 舞蹈与戏剧表演融为

一

十分复杂的问题。 若非从音乐剧的文化个性 、 艺术品 体。 由此可见
，
音乐虽然是音乐剧的最重要的表现方

质 、 风格演变 ， 以及对当代城市化进程及大众文化消 式 ， 却并不是主导因素 。 音乐剧是
一

门高度综合的舞

费心理等多层面多维度地进行探讨 ，
不足以说清这

一

台艺术形式 ， 其本质终究是以歌舞讲故事 ，

一

部音乐

问题。剧除了要有生动 的歌舞 ， 最为重要的是有
一个打动人

事实上 ， 关于 中 国 音乐剧 的 美 学特点 的争议 由 心的故事 。 国际上至今成功的音乐剧 ， 至少在故事层

来已久 。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 国早期的音乐剧研究 ， 常 面上

，
亦可以大致总结出 一个规定性 ： 首先是要有一

常将音乐剧与歌剧混为
一谈

， 中 国的原创音乐剧 ， 常 个优秀的剧本 ， 要有
一个合理的戏剧结构

， 符合戏剧

被认为和轻歌剧没有明显的区别 。 而在 当 下的 中国学 发展原则 ， 如此才能
＂

讲好
’

’

故事
，
这甚至决定

一

部

界 ， 还有观点认为 中国 的音乐剧就是中 国戏曲 的现代 音乐剧 的成败。 音乐剧在具备
一个合理 的戏剧框架

化表现 。后
， 通过音乐 、 舞蹈 、 对 白

， 以及舞美 、 灯光等 多种

我国权威工具书 《辞海》 ，
在

“

歌剧
”

词条释义中 艺术表现方式呈现出这个故事 ， 合理安排人物 以及戏

说 ：

＂

综合音乐 、 戏居 ｉ

ｊ 、 诗歌、 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 剧冲突 ， 以多种形式表现人物的情感世界 。

主的音乐戏剧形式… 有正歌剧 、 喜歌剧 、 大歌剧 、 轻二十 世纪８０年代与 ９０年代 ，
音乐界人士在轻歌

歌剧 、 乐剧 、 音乐剧等类型 。

ｎ

它在
“

音乐剧
”

词条 剧 、 音乐剧 、 歌舞剧 、 戏曲音乐剧等等诸多称谓中 无

的释义却仅仅界定为 ：

＂

美国的一种音乐喜剧。

”

不再 所适从 ， 很大程度是由于音乐剧与歌剧确有很多共通

提及音乐剧是
‘

‘

歌剧中 的一种
”

。 而从戏剧研究角度 之处。 在实际的音乐创作 中 ， 很多歌剧导演同时也作

看
，
戏剧是融合了文学、 美术 、 表演 、 音乐 、 舞蹈等多 为音乐剧的导演 ，

一些歌剧演员同时也作为音乐剧演

种艺术形式
，
通过语言、 动作、 场景、 道具等多种表现 员 。 但是 ， 音乐剧与歌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又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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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共睹的 。 它们产生的年代相差３ ００余年 。
因 为它们 众的是

一个故事的整体感 受 。 音乐剧强调戏剧的整体

是不 同 的社会政治 、 文化 、 经济背景与艺术思潮的产 性 ，
在 以音乐与舞蹈为主要叙事手段的 同时 ， 并不刻

物
，
所以它们的艺术风格 、 结构特征 、 表现方式及审 意强调与夸张音乐与舞蹈 的呈现 ，

而是通过 日 常语言

美诉求等各个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差异。的对话、 抒情叙事兼具的音 舞蹈融合协调的推动

在艺术 风格方面 ， 歌剧 与音 乐剧 的差异 ， 可以 剧情发展 。 因此
，
音乐剧 的ｇ是 由戏剧性、 音乐性

看成是
＂

神圣化
”

与
“

大众化
＂

的差异。 歌剧诞生在 及其舞蹈性共同建构的 。

十六 世纪 的佛 罗伦萨 ， 在
１ ‘

人 文主义
＇ ’

思潮 的 影响而在表演方式上 ， 歌剧程式规定性与音乐剧的大

下 ，

一群文化艺术界名人热衷恢复古希腊戏剧 ，
力 图 众化、 个性化则有着明显的差异 。 无论是西方歌剧还

创造 出一种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 生动艺术 ，
实验 的结 是 中 国歌剧 ， 演唱者均需经过多年声 乐技术训练 ， 娴

果是产生了歌剧 。 歌剧发展 了近 ４０ ０年 ，
在其成形之 熟掌握歌剧唱法 。 歌剧唱法不依靠扩音设备 ， 以追 求

初 ， 就已形成 了音乐与歌唱叙事的质的规定性 。 纵观 人声 的完美 、 挑战人声歌唱的极限能力 为技术衡量标

歌剧 的发展历史 ， 它
一直是 宫廷化 、 古典化 、 精英 准 ， 使用交响乐队伴奏是传统的美学要求 ， 具有鲜明

化 、 舞台呈现追求程式美的艺术体裁 。 从选材上看 ， 的程式性规范和成熟的美学原则 ； 中 国歌剧 自从二十

歌剧艺术更 为倾向于表达历史神话或经典故事 ， 其文 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 以西方歌剧美学为基础 ， 虽然在

本要善于表现歌唱性 ，
如表现才子佳人爱情主题的歌 演唱风格 、 表演风格 、 舞美风格方面与西方歌剧有很

剧 《茶花女 》 。 音乐剧则产生于十九世纪 末 、
二十世 大 区别 ， 其质的规定性是

一致的 。 歌剧 的演唱强调音

纪初 的美国百老汇 ，

它较多受爵士乐 、 踢踏舞 、
话剧 色统

一

， 往往沿用
一个 固定 的唱法 ， 其演唱形式包括

和含有歌唱 的喜剧等通俗艺术形式的影响 ，
这些成为 宣叙调 、 咏叹调 、 重唱 、 对唱 、 合唱

，
其演唱方法 、

音乐剧广受大众喜爱的重要原 因 ， 也造成 了音乐剧通 声 区划分 已形成几百年之久 。 本质上 ，
欣赏歌剧就是

俗性 、 娱乐性等特点 。 音乐剧天然地具备
＂

草根
”

特 为 了欣赏歌唱家的演唱 ， 大段的咏叹调与华美的声音

性 ， 是大众文化的产物 。的炫技是吸引观众的重要看点 。

在结构 方式上 ，
歌剧 与音 乐剧 的差异 ，

可 以看音乐剧 的表演美学是贴近生活的 ，
在大众化中追

成是音乐主导与戏剧主导的差异 。 歌剧 的主体就是音 求个性化 。 音乐剧不以音乐风格 的统
一

为追求 ，
可根

乐 ，

“

作 曲家就是戏剧家
＂

。 音乐是歌剧的绝对主导 据剧中 的人物造型 、 戏剧环境的改变而调整演唱者的

因素
， 以音乐推动戏剧 的发展 ， 歌剧 中人物性格 、 人 声音状态 。 音 乐剧 的演唱虽然以流行歌 曲 的演唱方法

物关系 、 戏剧冲突等均是通过音乐来表现。 歌剧的结 为主 ， 但并不排斥西方歌剧唱法或中 国 民族唱法 ，
也

构方式可分为分曲 结构和 四幕结构两种 ， 前者 中是由 惯常使用 ＲＡＰ 、 摇滚、 爵士等多种演唱方法 ， 在音乐

一

系列 自成段落的分 曲组成歌剧结构 ，
由十几个至几 创作与编 曲的手法上 ，

増加 大量 电声乐队的 比重。 由

十个分 曲组成
，
每一个分曲都是

一个有头有尾 的 、 结 于音乐剧音乐注重流行性和娱乐性 ， 因此很多没有受

构完整 的独立分曲 ， 即为独唱 曲 、 重唱 曲和独唱与合 过专业训练 的爱好者也可以 自 如演唱 ， 甚至可以使用

唱相结合的歌 曲
；

四幕结构则是十九世纪后 由瓦格纳 方言演唱 。
西方许多音乐剧 中 的唱段广泛流传 ， 登上

创造的歌剧结构方式
，
即是 由独立分曲扩大到整个

一 流行音乐排行榜高位的作品不胜枚举 。

幕 。 瓦格纳认为 ：

“

被称为歌剧的那个艺术样式最大
一件事物转移到另

一

环境中 生长发展 ， 会面临着

的错误 ， 就在于表现手段 （ 音乐 ） 变成 了 目 的 ， 而 目 调整本身 内在与外在条件的 问题 。 对音乐剧来说 ， 当 它

的 （ 戏剧 ） 则变成 了手段 。

”

尽管瓦格纳无 比强调歌 传至中国的时候 ，
它必然面对着如何适应浸淫于中国戏

剧 中的戏剧性 ， 但是 ， 歌剧的 美学依然是音乐叙事 、 曲文化中 的观众的 问题 ，
它的调整和适应过程 ， 即是它

歌唱叙事 ， 以音乐和歌唱为审美的绝对标准 。的本土化过程。 在音乐剧的 中国本土化过程中 ， 有学者

音乐剧与话剧结构相同 ，
基本是两幕结构 。 整体布 认为 ，

“

音乐剧本土化
’ ’

就是
＂

中国戏曲 的现代化
”

。

局上 ， 歌与舞的 比例没有程式化限制 ， 同时表现出较大 这种带着强烈的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色彩的观点 ，

的 即兴表达空间 ，
比如可以把

一段歌唱转换成一段台词 虽然强调了音乐剧在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国戏 曲 的密不可

表述出来 ，
这种方式在歌剧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分 ，

但却在相 当大 的程度上 ， 既取消 了音乐剧的独特

音乐剧 以戏剧冲突为推动剧情的主要手段。 音 乐 性 ，
又取消 了 中国戏曲的独特性。

剧剧本要有对生活场景及戏剧细节的具体描写 ， 避免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 那就是音乐剧的 中 国本土

像歌剧强调歌唱感受 、 舞剧 强调肢体感受 ，
它要给观 化确实离不开它对中 国戏曲艺术 的吸收 。 音乐剧与 中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ＴＨ Ｅ ＡＴ ＲＥｆ Ｄ Ｉ｛ 釗５５



国戏 曲在美学原则上 的相通之 处 ，
为这种吸收提供 了集中 的观赏演员在程式化表演的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演技

便利 ，
从而也为它的本土化提供了通道 。 中国戏 曲作 和风格 ， 观赏演员如何通过自 己的演技和风格来抒发剧

为传统的戏剧样式 ， 它植根于 民间 ， 它 的观众群体要 中人物的情感 。 由此
， 演员的重要性甚至凌驾于所有

远远大于音乐剧在全世界的观众群体 。 在漫长 的发展 戏剧 因素之上 ，

一个著名演员跳 出剧情的
一段清唱也

过程中 ， 它吸收 了音乐 、 舞蹈 、 文学、 诗歌 、 杂技 、 能使观众如痴如醉 。 演 员 自身 的表演成为戏 曲 的 审美

武术等不 同 的 民间艺术 。 其中 ， 作为防身健体手段的 核心 ， 明星 自 身的表演特点甚至成为
一个戏 曲的表演

武术被纳入戏 曲 的范畴 ， 最具有说服力 ， 它不仅成 为 流派 。 了解这些不 同 ，
正是 为 了给音乐剧的本土化寻

塑造英雄的手段 ，
还进而发展出 了武生、 武旦等角色 找方案 。 中 国的本土音乐剧 ， 完全有可能从中 国戏 曲

类型 。 中 国戏 曲博采众长 、 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在世界 中 吸取充足 的营养 ， 给音乐剧打上 中国戏曲 的美学色

戏剧史上也是罕见 的 ， 这构成 了它 的综合性的 美学特 彩 。 举例来说 ， 当 中国音乐剧在表现直升飞机从天而

征 。 作为
一

种综合性的舞 台艺术 ， 中 国戏 曲最重要 的 降的场景时 ， 通过舞美设计 、 音乐 、 布景和演员的配

叙事方式就是歌舞 ， 正如清末学者王国维所说 ，

＂

戏 合表演 ， 完全可以让观众深临身其境 ， 完全可以达到

曲者 ， 以歌舞演故事也
”

。 这
一

点 ， 与作为歌 、 舞 、 西方音乐剧的舞台效果 ， 完全可以表现人物在类似情

剧三者合一 的音乐剧 是相通的 ： 既相通于它 的综合 景中 的情感的细微变化 。

性 ， 也相通于它的歌舞叙事。 也就是说 ， 这是音乐剧所有的外来艺术形式 ， 走入 中国的文化土壌 ，
与

与中国戏曲进行有机融合的美学基础。千年积淀的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相融合 ， 都面临着
＿个

但是无论如何 ， 正如歌剧和音乐剧属于两种不同民族化的 问题 。

＂

民族化 ， 实际上应当是指在 中外文

的艺术形式一样 ，
音乐剧和戏曲也是两种不同 的艺术 化交流中 ， 吸取外来文化 的先进成果 ， 以丰富 、 补充

形式 。 中 国音乐剧 的本土化 ， 并不能看成是 中国戏 曲中国文化 ，
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的过程 。

＂
一种不

的现代化 。 音乐剧 的本土化解决的
＂

因地制宜 的 问同于西方歌剧 、 不同于 中 国传统戏 曲 ， 也不同于西 方

题 ， 通过
“

因地制宜
”

而
“

落地生根
”

， 中 国戏 曲要 传统音乐剧的 中 国本土音乐剧 ，
出现在中 国 当代的艺

解决的
＂

与时俱进
”

的 问题 ， 通过
＂

与时俱进
”

而让 术舞台上不仅是可能的 ， 而且是必需的 。

人再次
“

喜闻乐见
”

。 事实上 ， 只有理解并尊重它们用音 乐剧讲述中 国 的故事 ， 不仅是 中 国 当 代的

的差异性 ， 它们才可能在发展的 同时互相借鉴 、 相互 都市生活 ，
也包括中 国 的历史故事、 民间传奇 、 文学

促进 ， 并进而有效地解决各 自所面临 的
“

因地制宜
”

经典 ， 这 自 然是音乐剧 本土化在剧情方面的要求 。 同

和
“

与时倶进
”

的问题。Ｂ寸 ，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
穿着民族服装 、 跳着民族舞

音乐剧与中国戏曲在美学形态上的不同 之处 ，
突出 蹈 、 讲述中国 民间故事的 音乐剧 ， 并不意味着音乐剧

士也表现为音乐剧的写实性与中 国戏 曲的虚拟性的差异 。 的本土化的成功 。

传统的 中 国戏 曲 ，
重

“

写意
”

而轻
“

写实
”

， 重
“

神一部充分
“

本土化
”

的音乐剧 ，
必须是一部在西方

似
Ｍ

而轻
“

形似
”


： 扬马鞭 ， 便是骑马跃进 ；

一撑竹 戏剧美学与中国戏曲美学的结合部穿越而过的音乐剧 。

篙 ， 便是乘风破浪 ； 走一个圆场就意味着已经越过了千
“

本土化
”

不等 同于中 国传统戏曲与西方现代音乐剧的

山万水 。 而西方音乐剧则是高度写实的 ， 《猫 》 中垃圾 简单相加 ， 要有效规避与区别戏 曲 中
＂

形体动作程式

场便是由铁桶 、 轮胎等废弃物真正堆积起来的垃圾场 ， 化
”

、

“

人物造型脸谱化
＂

、

＂

演员形象模式化
”

等传

只是根据
＂

猫
”

的形体的大小在比例上做了些调整 ， 它 统风格。

＂

本土化
”

也不等同于民族歌舞加故事的
“

民

在舞台上再现了一个
“

物
”

的世界 。 在 《西贡小姐 》族化音乐剧
＂

。 中国音乐剧的表演艺术既应是 内部与外

中 ， 在表现美军乘坐直升飞机从西贡撤退的场景时 ，

一 部的统
一体 ， 也应是理智与情感互相交替的统

一

体 。 我

架直升飞机从观众头上缓缓降落到舞 台上空 ，
它 巨 大 们既追求

＂

神似
”

， 又要追求
＂

形似
＂

，
要做到

＂

形神

的噪音将混乱与绝望直接有力地传达给观众 。 但这种 兼备
＂

，

“

情动于衷而形于外
”

。 优秀的表演艺术应该

高度写实性在东方的中 国舞台上是不可复制的 。 中国戏 是体验与体现、 心灵与形体 、 感情与理智完美结合的统

曲的表现方式带有强烈的程式性特征。 它把生活中的各
一

体 ， 中国音乐剧应该能够准确而艺术地表现人物形象

种现象 ，
人物表演的各种动作 ， 都规范化了

，
也就是程 的外部形体动作

， 更应该艺术而准确地表现人物的精神

式化 了 。 但在程式化的 同时 ， 演员的表演又有相 当的 自 生活
， 既符合音乐居啲现代审美原则 ，

又符合当代中国

由度 。 程式化的表演可以使有经验的观众直截了 当地进 观众的审美诉求 。

入剧情 ， 或者说 ， 观众的兴趣不再局限于剧情 ， 而在于责任编辑 晓 耕

５ ６肀Ｄ馭 釗ＣＨ Ｉ Ｎ Ｅ ＳＥＴ ＨＥＡＴＲ 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