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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在中国舞台的风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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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戏剧舞台艺术史上,欧美音乐剧的崛起并迅速风靡全球是一个令人不可

思议的奇迹。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似乎从未有过像音乐剧这样一种音乐戏剧形式,

能够使亿万不同种族、不同肤色和不同文化层次的普通人如痴如狂,能够在不到

半个世纪的短时期内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  

音乐剧（Musical theater）是由喜歌剧及轻歌剧（或称“小歌剧”）演变而成

的，早期称作“音乐喜剧”，后来简称为“音乐剧”，是 19 世纪末起源于英国

的一种歌剧体裁，是由对白和歌唱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剧熔戏剧、音

乐、歌舞等于一炉，富于幽默情趣和喜剧色彩。它的音乐通俗易懂，因此很受大

众的欢迎。音乐剧普遍比歌剧有更多舞蹈的成份，早期的音乐剧甚至是没有剧本

的歌舞表演。音乐剧擅于以音乐和舞蹈表达人物的情感、故事的发展和戏剧的冲

突，有时语言无法表达的强烈情感，可以利用音乐和舞蹈表达。其中音乐在剧中

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根据脚本谱写的音乐，是音乐剧编导赖以进行编创舞蹈和

戏剧动作的基础。音乐剧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音

乐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线索。从序曲到幕间音乐直至剧终谢幕的音乐，都需要有体

现其整体性的音乐把它们完美的联系起来，一气呵成，使观众产生完美的整体感，

而不是一首首毫无关联的歌曲大联唱。同时音乐剧中的音乐既要体现完整的艺术

构思、描绘戏剧性的情节进展，又要刻画鲜明的音乐性格、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与

感情变化。它的音乐节奏明确、抒情色彩浓厚，适于舞蹈旋律，体现作品时代、

地域风貌，故有“舞蹈灵魂”之称。  

我国的观众对音乐剧这种剧场艺术还不是十分了解，它的形成与发展不过一百多

年的历史，传入我国的时间也不长。音乐剧艺术的戏剧性、综合性、现代性、多

元性、灵活性和商业性操作都是它的特征。其中集中性、紧张性、曲折性为戏剧

性的三个基本特征。南京大学的董健授在论述“戏剧性”时指出，戏剧的集中性

即为艺术结构的“浓度”问题，它在让观众“一口气”看完的情况下，实现“戏

剧性”的魅力。而紧张性则来自“戏剧性”的生活依据与哲学基础。当自然、社

会、人处于平和状态就不会有“戏”，而只有矛盾冲突白热化，打破平衡，形成

某种紧张状态，才会有“戏”。所谓曲折性，就需要结构能够体现“一波三折”

的跌宕起伏——戏剧的实质是“激变”。戏剧是一种演员扮演的角色当场表演故

事的叙事性艺术。在场性是其存在的基础。追述与预述是叙事的两种方法，它给

观众带来两种不同的戏剧悬念，前者使我们关注戏剧的结局，后者使我们关注戏  

剧走向结局的过程。具有戏剧性的追述，将过去关键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突

然呈现，营造空间的一种不稳定与紧张状态，从而以悬而未决的信息吸引观众的

注意力。预述似乎已成为音乐剧必用的叙事方法，在节目单中将结局告诉观众，

或者该剧因为来自改编家喻户晓的文学、电影，亦为了减少音乐剧叙事之“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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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观众更快地进入音乐剧艺术的场景。音乐剧的创作非常讲究整体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剧在中国上演,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所在。

影响最大的音乐剧有《猫》《歌剧院的幽灵》《西贡小姐》和《悲惨世界》等。  

９５年新春之际，中央戏剧学院向社会各界汇报演出了美国著名音乐剧《西区故

事》片断。这是百老汇音乐剧第二次由中国演员搬上舞台，向国内观众展示了大

洋彼岸的流行戏剧样式。该剧导演日本著名音乐剧导演浅利庆太说：“这是中国

音乐剧的前夜。”春节晚会上,让广大观众颇有新鲜感的节目之一,是由王刚、佟

铁鑫、王静、尹相杰等影视歌星联袂演出的微型音乐剧《天长地久》。该剧分别

采用通俗、美声、民族唱法,结合主题改唱一些名歌名曲,节奏明快,表达了人间

真,善、美的感情,尤其赢得年轻观众的共鸣。事后,连晚会总导演袁德旺本人也

说,这台微型音乐剧当属整台联欢晚会中最好看的节目。  

但是，叙事的直白，是当代音乐剧编导最常见的毛病。他们将所有的话都说完，

将所有的情都泄尽，将所有空间都填满，使我们不再有想象的空间。他们也有象

征，也用比喻，但多是明喻，而缺少暗喻与隐喻。因此，他们创造的艺术形象大

多是单一意象，较少有多重意象。在叙事的方式上，主要用的是独白，显现着一

种自言自语，他们不善于在舞台空间组织某种对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

角色与演员的对话、演员与编导的对话以及编导和演员与观众间的对话。因此，

我们听到的只是单一的声音在发言。因此，他们建构的剧场是封闭的，他们的结

局是完成式的，他们艺术显现的思维自然也像线性与平面一样单调，而缺少丰富

性与开放性。  

综观近几年的一些音乐剧作品，发现在创作中还存在一些缺憾，如：编创者只注

重舞蹈段落的色彩而轻视"剧"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进行音乐剧创作时避开人物常

见的矛盾冲突，忽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动作语言的个性创作），不注重人体动作

语言叙事功能的开掘，致使人物形象雷同；往往忽视剧中"剧"的构成，而一味去

追求舞美、灯光的色彩效应，追求高投资、大制作的"豪华型"舞剧，造成美丽空

壳中内容的虚无等。试想，如不弥补剧中存在的上述缺憾，长此以往，音乐剧的

艺术魅力就将随之消逝。另外，动作是戏剧的根基，动作是戏剧的中心，动作显

现人的意志，亦显现人的内在矛盾与冲突。音乐剧的舞台是一个能使无形的意志

和冲动显现出来的场所。用音乐、台词和动作构成戏剧性，是音乐剧独立存在的

标志，在这方面，当代音乐剧应下功夫研磨。因此，音乐剧创作必须坚定音乐剧

的"戏剧性"，不要因为强调了音乐的本体就舍弃了"剧"的信念，要懂得"剧"的要

素，要会构思"剧情"；同时，也要学会音乐与"剧"的有机结合，用更丰富的语汇

来塑造人物性格，来宣泄人物的情感，来扩大舞台的戏剧张力。这样才可能使音

乐剧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艺术的观赏性。  

希望音乐剧这朵美丽的艺术奇葩能绽放得更为迷人，在中国的舞台上结出更多优

秀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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