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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舞蹈人与音乐剧  

慕 羽 

    近几年，经历了西方当代著名音乐剧的启蒙后，
无论是中国观众还是从业者对音乐剧逐渐从陌生变得
熟悉，进而开始越来越迷恋音乐剧。值得称道的是，
从改造剧院、成立合资公司、建立音乐剧院线巡演体
系，到学习完整的百老汇经营模式……中国为“引
进”、“移植”音乐剧做足了准备。不过对于音乐剧
在中国的境遇，似乎越来越复杂了：既有西方音乐剧
的轮番到访倍受追捧，又有不少中国本土原创音乐剧
的纷纷立项继而又尴尬收场或是艰难维系，使我们不
得不再次承认，中国原创音乐剧依然还未产生出大家
较为认同的理想剧目。最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国近来
动辄就是上千万、数千万的音乐剧豪华巨制，我们看
到的、感受到的一面是媒体的鼓吹，一面却是观众的
冷淡。  

    中国音乐剧的症结何在？舞蹈在其中表现几何？
揭露问题容易，关键是认识到问题后的突破之路。建
立健康的中国音乐剧运营生态面对的大问题，不是所
谓的如何进入市场的具体操作方式的问题，我以为首
先应该是艺术创作的问题。  

    音乐剧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毫无愧色地从其他
表演艺术中汲取营养成分，诸如音乐、舞蹈、杂耍、
滑稽剧、轻歌剧等。舞蹈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兴衰荣
枯，终于在２０世纪中叶美国音乐剧的黄金时代里立
定了脚跟，挺直了腰杆，摆正了位置。在西方音乐剧
的发展史上，许多阶段性的代表作都和舞蹈息息相
关，百老汇音乐剧的变革也与舞蹈的变化有密切联
系。严肃的、通俗的、恐惧的、兴奋的、热情的、伤
心的、幽默的舞蹈动律不断丰富着音乐剧的戏剧表
达；爵士舞、踢踏舞、现代舞、芭蕾舞、民族舞蹈也
都被成功纳入到百老汇音乐剧的舞台上。在音乐剧的
历史上，你能够发现许多西方舞蹈史上编导大家的名
字，你也能发现专属于百老汇的舞蹈大师，正是由于
他们的存在，西方音乐剧的历史上才有了一个舞蹈编
导在百老汇独领风骚的时代，舞蹈编导兼任导演（ｃ
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的
角色才能逐渐被确立，舞蹈才能承担起在音乐剧中叙
事抒情的独特功能。在他们的贡献下，舞蹈作为一种
发展情节的媒介，从“与剧情相分离的纯娱乐插
舞”，逐渐发展到“成为推动剧情的重要手段”，转
化为一种体态的情节语言。演员对自己形体的掌握和
发挥，往往决定着这个角色个性的展现，有时甚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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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小小的体态表现，就透露出该人物的性格。他
们在舞蹈中歌唱，在歌唱中表演，在表演中舞蹈，一
段好的音乐剧舞蹈常常有助于表现人物的鲜明性。可
以说，在使音乐剧从“宏大的娱乐”成为“表演艺术
整合体”的变化中，在使音乐剧从一种“综合性的表
演艺术”，逐渐成为一种颇有观众缘的“整体戏剧”
的过程中，舞蹈和舞蹈人功不可没。  

    谈到中国音乐剧的创作，我认为除了戏剧、音乐
等方面的问题之外，舞蹈编创始终是中国音乐剧创作
的软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西方主
流音乐剧通常都是有着坚实戏剧基础的“剧本音乐
剧”，音乐剧最重要的元素仍然是“剧”，“歌”、
“舞”、“舞美”等每一种元素虽不是单纯的“陪
衬”，但都必须为“剧”服务。所以在我们尚在起步
阶段之际，把淡化戏剧性、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当时
髦，一味追求豪华视听感受的作法是极为有害的。这
种饮鸠止渴的做法只能让舞蹈成为华丽的花边，顶多
像是歌舞综艺晚会上的歌伴舞、舞伴歌，根本无法成
为音乐剧的“叙事元素”和“抒情元素”。这样下
去，我们的音乐剧创作极有可能输在起跑线上。其
二，中国的舞蹈人对如何创作符合音乐剧需求的舞蹈
还不熟悉。音乐剧作为一种“整体戏剧”，其音乐、
舞蹈、戏剧、舞美等元素的综合绝不是简单相加，综
合的前提是每一种艺术必须放弃其自身的某些特征、
某些原则，才能进入“整合的音乐戏剧”。就音乐剧
中的舞蹈而言，应该泛指所有的动作设计，包括舞蹈
（轻松热烈的歌舞、独立的舞蹈段落、舞伴戏等）、
戏剧动作、场面调度，甚至静默时刻的身体姿态……
有助于情节展现的动作设计就可以被当作是音乐剧中
的舞蹈，换言之，只有充分融入了戏剧的舞蹈才能成
为音乐剧的舞蹈。这是因为动作本身就是戏剧语言的
基本要素，也是表现人物性格的基本手段。因此，我
们也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西方音乐剧史上会有多位
舞蹈编导当上了音乐剧的导演。音乐剧的舞蹈创作没
有程式化，也没有舞蹈类型和种类的限制，完全根据
剧情需要对舞蹈的种类和风格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一
植根于百老汇舞蹈创作传统的特点颇为重要。舞蹈的
风格与音乐剧故事背景、题材相得益彰之时才能取得
很好的戏剧效果。总的来说，编导们是根据不同的题
材以及创作者们所想达到的演出效果来选择与之相适
应的舞蹈类型。成功音乐剧舞蹈的标准绝对不是眩
目、好看这样简单，更不是一味图解歌词，而是应该
有助于衬托情势、展现情节、塑造角色；还要处理好
舞蹈与戏剧上下结构的关系；最优质的音乐剧舞蹈和
舞蹈人甚至还能在剧中留下自己的招牌舞姿（Ｓｉ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ｏｓｅ）、招牌舞步（Ｓｉｇｎａ
ｔｕｒｅ Ｓｔｅｐ）、招牌舞段（Ｓｉｇｎａｔｕ
ｒｅ Ｐｉｅｃｅ）等。  

    因此，为了制作具有“整体戏剧”整合风格的中
国原创音乐剧，我们的舞蹈人应该在几个方面下功
夫。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即便是舞蹈界再大的
腕，对于音乐剧而言，都需要从头学起。第二，与参
与创作和制作的出品人、制作人、艺术总监、编剧、
作曲家、导演等一道，克服大制作、淡化情节的倾
向，认真探讨如何用舞蹈在音乐剧中来“演故事”或
者说用舞蹈如何把故事演好，这无疑是音乐剧特别要



关注的课题之一。第三，在对西方音乐剧“描红”的
同时，要重视对本土化、民族化的追求。（题图：大
型原创音乐剧《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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