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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万三》火爆聊长篇评弹上大舞台
! ! ! !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剧院”的上海逸夫
大舞台日前冒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苏州
吴中区评弹团马志伟、张建珍夫妻档连续 !"

天登台演出长篇评弹《沈万三》。据悉，首场演
出人头攒动，粉丝云集，连资深评弹作家也自
掏腰包购票入场。应该说，这在 #$$年评弹史
上殊属罕见，是一次大胆而可贵的创新之旅。
我认为，此举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考验
演员，考验书目，考验观众，考验评弹，值得大
家分神关注。
此举考验演员。从历史和现实看，演员演

出长篇评弹的场所向为茶馆酒楼，至多是二
三百人的小剧场，像逸夫舞台之类近千座位
的大剧场，多为中短篇评弹或折子开篇专场
演出的场所。演员说长篇能选登这样的大舞
台，对其心理自信、表演胆识、艺术功力都是
一种严峻的考验。此次登临逸夫的两位中年
演员均身手不凡，马是多项省市评弹表演艺

术奖的得主，张更是国家一级演员荣膺早年
的评弹金榜状元和 %$!&春晚明星。

此举考验书目。评弹长篇能否立足于大
剧场，与其演出的内容关系密迩。设若仍然演
出《白蛇》、《三笑》、《玉蜻蜓》、《珍珠塔》之类老
听众耳熟能详的传统书目，则必将难以维持理
想的剧场票房。而此次吴中团所匣书目《沈万
三》，可能具有诸多吸引沪上观众耳目的兴趣
要素。一是沈万三作为明代“富甲天东南”的一
代巨商，本身就是江浙沪一带的传奇人物；二
是上海人时常去昆山周庄旅游，对那里的文物
古建筑“沈厅”豪宅以及色香双艳的“沈万三蹄
髈”记忆犹新；三是沈万三发家致富之术，对众

多的白领也是颇有诱惑力的；四是这一长篇乃
知名评弹作家陈平宇的原创书目，题材新颖，
故事曲折，以往在魔都鲜有演出。

此举考验观众。上海的评弹爱好者是既
热情、又挑剔的。一方面，他们对吴侬软语和
弦索叮咚承载着由来已久的人文情怀，对心
仪钟爱的演员可以有火一般的粉丝热情；另
一方面，他们对表演艺术始终保持着高标准
和严要求，从来不惜该有的掌声和嘘声。特别
是当下可供选择和享用的文艺娱乐样式很
多，故而，一旦演员的表演水准欠佳，他们就

会失去连续聆观的动力，就会“移情别恋”。
此举更考验评弹。评弹尝为流行于江浙

沪的一朵曲艺奇葩，在上世纪 '$(&$年代的
上海舞台上独领风骚，其受众高达 %$$多万，
超过京、沪、越等传统剧种，仅次于大众化的
“舶来品”电影。然而，近 %$多年来，因各种艺
术与休闲模式，如影视、歌舞、游戏、)*+、旅
游等的冲击，际遇已不复前盛。虽然近些年来
评弹界在原创书目、表演手段、舞美声光等方
面做了许多创新，“元气”有所恢复，但步入
“中兴”之境尚待继续前行。

! ! ! !正在文化广场热演的伦敦西区原版音乐
剧《保镖》，可谓是近年来中国舞台上引进的
海外商业音乐剧的成功模式。

音乐剧也像古典音乐或者欧美电影，分
很多类型。美国百老汇（,-./01/2）音乐剧的
类型，是随着“外”字（344）的减少而愈发主流、
愈发有商业价值的。"$$人座位以上的百老汇
剧院若算“核心”，那么“外百老汇”（344(
,-./01/2）就是核心圈“百老汇”的外围———
剧院座位在 5$$座至 '66座之间。“外外百老
汇”7344(344(,-./01/28则是“外百老汇”的外
围，这里的剧院很可能是非正式的，座位都在
5$$个以内。一般音乐剧都是从“外外”往核心
区“进军”的。新创剧目先在“外外百老汇”上
演，如能受欢迎，能把短期演出变为长期演
出，那么就可以到“外百老汇”登台。待“外百
老汇”的演出依然能博得掌声与欢呼的话，那
么成为“百老汇音乐剧”就指日可待。这种进
军过程，也是音乐剧一路探索如何赢得最大
化的观众量的过程，也有一些具有探索性的
剧目，执着于标新立异，而不向“百老汇”核心
区域推进。日前在大剧院上演的《谋杀歌谣》
就是一台“外百老汇”音乐剧，相对先锋，无论
是版权引进还是其他价格也相对便宜。总体而
言，为求观众数量最大化（相当于票房利益最高
化）百老汇音乐剧的总体特征就是老少咸宜，
例如《狮子王》《魔法女巫》这类合家欢题材，
或《剧院魅影》《悲惨世界》之类经典普及版。

相比之下，哲学家、思想家辈出的德国、
奥地利，在音乐剧方面的主题内容更有思辨
性、音乐样式也在脱胎于古典音乐的同时，注

重现当代音乐风格的融入。其中代表就包括
展现茜茜公主的《伊丽莎白》和《莫扎特》这两
部充满悲剧色彩的音乐剧。《伊丽莎白》的故
事，别出心裁地“创造”出死神痴迷于茜茜公
主的情节线索，而杀手只不过是死神借刀杀
人的“刀”罢了。其音乐风格基本走叙事性较
强、旋律性也很强的流行曲风。而《莫扎特》则
挖掘了这位音乐神童，在人情世故方面的幼
稚、无能———住在他内心的始终是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最终杀死了莫扎特本人。这样的情
节设置需要观众在观赏时不断反思人生，对
于爱动脑的观众而言，是音乐与内容酣畅淋
漓的双重享受。

而此番来自英国伦敦西区的音乐剧《保
镖》，既没有德语音乐剧那么烧脑，也没有美
国音乐剧那么合家欢，这部改编自已故著名
黑人女唱将惠特妮·休斯顿与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同名电影的剧目，
是一台标准的商业音乐剧。

首先，惠特妮·休斯顿这样的 9$世纪最

伟大的女声名伶之一，在 9$59年 9月 55日
亦即格莱美奖颁发的前夜，因为药物引发心
脏病，滑倒在浴缸里意外溺亡，终年 ':

岁———世间再也听不到她那既可温柔四方又
能慷慨激昂的歌喉了。这位拥有 55支全美冠
军单曲、;座格莱美奖、5座奥斯卡奖，在美国
以及全球范围内获得公告牌音乐奖、艾美奖、
黑人音乐奖、灵魂列车奖超过 5$$多次的歌
坛巨星，当年是与另一位已故歌星迈克尔·杰
克逊一起联手打破白人垄断世界流行歌坛的
黑人唱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公认的欧美
流行音乐黄金时代，而这两位则是黄金时代的
顶梁柱。惠特妮·休斯顿获得的商业成功时至
今日都没有另外一位黑人女歌星可以媲美。

其次，5669年上映的电影《保镖》其票房
在当年以 #<5亿美元夺得当年全球票房亚军。
这部电影的原声带，还获得了奥斯卡奖。惠特
妮最为世人熟知的《我一无所有》（《= >/?@

A.BCDEF》）和《我将永远爱你》（《= GDHH IH1/2J

K.?@ L.M》）都出自这部影片———作为片尾

曲，妥帖地呈现了保镖与女星爱情的两难，动
了真情就会在保护的过程中缺乏理性判断。
虽然此曲的作词、作曲和原唱是乡村女歌星
桃丽·派顿。她早在 56;'年就发表、演唱了此
曲。电影大红大紫之后，桃丽曾表示：“感谢惠
特妮·休斯顿把我的这首歌‘发扬光大’……”

因而，音乐剧是假设观众都看过这部影
片的，所以并没有注重体现人物情感，而是把
全片情节关键节点直接转化为场景，故事不
断“快闪”。以至于全剧开场与电影开头一样
都是一串枪声，但是音乐剧把女星在夜店里
演绎《夜之女王》的辉煌场景改成音乐剧的开
场歌舞。身穿黄金铠甲超短裙、扮演女星的卡
罗尔·斯坦内特，歌喉同样充满张力，既妩媚
又野性地在身穿同色泽铠甲的男女演员的簇
拥中舞蹈。光芒万丈的画面气势恢宏。

电影中仅有 "首惠特妮·休斯顿的歌，而
音乐剧更注重音乐，在淡化情节线的同时，融
入了十二三首惠特妮的冠军金曲。卡罗尔的
唱腔、歌喉，以及在演绎歌曲时的停顿、转音，
基本都是以原唱的口吻呈现。尤其令人仿佛
回归欧美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是剧终谢幕时
的一曲《我想与某人跳舞》（《= G/EE/ N/EO@

GDBC P.Q@R.02》），再现了迪斯科舞厅最红火
时期，镭射彩灯旋转、演员脚底像是踩着弹簧
般舞动，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

这部首演于 %$5%年 5%月的伦敦西区音
乐剧，情节创新上的亮点，在于保镖与女星一
起去唱卡拉 3)的场面。五音不全的保镖荒
腔走板地演唱《我将永远爱你》时，一方面体
现了暗生情愫的时刻，一方面增添了十足的
喜感。而这也证明了在评选舞台剧艾美奖时，
音乐剧与喜剧算一个评奖类别的道理———就
让观众沉浸在欢乐
的体验与怀旧的美
好之中吧，即便大家
心里都明白这是一
个看起来很真实的
幻象，也愿意付费体
验，只求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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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镖》：商业音乐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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