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戏曲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深厚群众
基础，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它是表现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凝聚民族
精神的有效利器。正因此，才会有《关于支持
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出台，可谓史无
前例。

然而现实并不如意。最近几个主流媒体
几乎同时发表了主题为“呼唤舞台”“期待新
生”的报道文章，忧心忡忡地描绘了戏曲“观
众流失”“创作乏力”“缺乏舞台”等现状，直言
戏曲发展面临诸多考验，希望借眼下这股东
风，找到一条好的戏曲发展之路。
归纳而言，所谓考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个是“传承”，一个是“创新”。就传承
而言，今天的戏曲演员，与前辈戏曲艺术家

的差距已经不小。以前的京剧武戏名角杨小
楼、高盛麟等人，身上都背着上百出戏。而现
在的青年演员，哪怕是优秀演员，如果会上
十几二十出戏，就已经很值得褒扬了。如此
一来，优秀传统戏曲究竟原汁原味地传承下
来的能有多少？而恰恰是这些优秀传统剧
目，乃是戏曲的精华所在。今天的“戏曲不景
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观众看不到精彩的
优秀曲目所致。

戏曲的创新也与别的艺术样式不尽相
同，它是建立在充分传承的基础上的。离开
了程式化的一招一式，离开了地域文化、方
言特色，完全重起炉灶的创新是注定失败
的。既要反映现实生活，又要符合戏曲规律，
才是创新的正道。如今的创新乏力很大程度

上是动机不纯使然———为了比赛和获奖，匆
忙创作、匆忙推戏，比赛结束就刀枪入库束之
高阁，这样怎么能够赢得观众呢？很多情况
下，与其看这类创新之作，不如看传统老戏，
毕竟戏曲的拥趸具有很大的忠诚度，一旦深
谙戏曲魅力，甚至会成为戏曲票友。所以在戏
曲领域，创新的难度其实很大，创作者包括演
员需要沉下心来慢慢磨戏，才有可能打磨出
精品。

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各种戏曲渐趋
式微，戏曲剧团的生存压力倍增，剧种数量逐
年递减。文化部统计数据显示，!"#$年我国有
$%$ 个戏曲种类，而到了 &'!( 年减少到了
()*个，$'年间传统戏曲剧种就消亡了近 +''

个。看到这些惨淡的数字，似乎颇有悲观的理

由。但是跌到谷底之后的反弹也是明显的，就
上海而言，各种戏曲的演出情况已呈现乐观
的态势，比如京剧名家张火丁在上海大剧院
的演出就是一票难求。“有钱有闲”之后的都
市白领，正以饱满的热情走近、接纳戏曲，提
升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这些可喜景象渐有
蔚然成风的趋势。他们的眼光越来越专业、越
来越挑剔，提供优秀的戏曲作品也变得越来
越重要。
现在，戏曲有了政策的坚定支持，也有了

一定的经费保障，但如何“准确落地”，把钱用
在刀刃上，有效改善戏曲生态，这是需要花力
气推进的。如果我们经常思考“让观众走进剧
场的理由”，琢磨一下年轻观众在一些城市走
近戏曲的出发点，戏曲的振兴就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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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乐剧《大饭店》
! ! ! !人们通常以为，歌舞成分挤压了情节的
空间，所以音乐剧的故事多是简单的、窠臼
的，或依托于改编、而观众对改编母本多少是
有些了解的。不过，上戏音乐剧中心 +(级的
毕业公演剧目———首次获得中国演出版权的
《大饭店》并非如此，却依然精彩。

依托于“大饭店”这一空间，依托于 +"()

年的时代背景，《大饭店》登场了形形色色的
人、展开了活色生香的人生经历，结构上又不
同于人像展览式般“展览”人物，人物关系都
有纵深的发展。全剧的主要人物有：负债累累
却还在享受生活的男爵，过气的芭蕾舞女明
星，一心盼望到好莱坞主演有声电影的女打
字员，来自美国的土豪商人，已患绝症拿着毕
生积蓄来豪华酒店挥霍的职员。这五个人物
之间，男爵入室偷窃女伶的宝石项链时恰恰
撞上因演出失误早早退场回到房间的主人，
两人不可思议又令人信服地坠入爱河相约私
奔；女打字员决意委身于美国商人以换取踏
上新大陆土地的资格，事到临头她还是倍感
受辱，而男爵在偷宝石还债不成、转而偷富商
的钱袋以应对债主之际被富商发现，爱财如
命的富商不慎射杀了男爵，空余下蒙在鼓里
的芭蕾女伶；在此过程中，女打字员先搭讪了
男爵，又受雇于商人，最后与病人一起离开。
主要人物之外，贯穿全剧的还有精明势利的
大堂经理，有不得擅自离开岗位却心中时刻
牵挂待产的妻子的门童，有芭蕾女伶的女助
理、经纪人及律师，有始终握着拖把的清洁
工。或许，每一条情节线单独拎出来看都算不
得新鲜，但纷杂的头绪、合理的突转、纵向的
延续和横向的串联全部放在一起，并不那么
简单。
人们通常还以为，在简单的故事情节中，

为了抒情的充分，音乐剧的人物是简单的。且
看男爵与女伶，两人真真假假的一见钟情、一

往情深中又蕴含多少深沉的况味。贵族气质
和偷窃行径集男爵于一身，他惯于周旋于女
人又爱得很真诚；女伶有明星的派头，又有美
人迟暮后的敏感脆弱，但她并不矫情，在男爵
坦白了真相后直言相赠珠宝，率真磊落。这样
一对男女的人生历程驳杂，感情状态难以一
言道尽，远非一般小儿女的爱憎分明。
人们通常又以为，音乐剧的结构方式是

纯戏剧式的，《伊丽莎白》那般运用叙述或《巴
黎圣母院》中以诗人为叙述人只是非主流的
德法音乐剧的处理。《大饭店》来自百老汇，其
剧作在整体结构上也设置叙述人和引入了叙
述，剧中的医生一角始终坐在台唇一侧，全剧
由他为了镇痛为自己注射吗啡开始，仿佛隐
喻了“大饭店”的“高大上”是诱惑常人摆脱常
态获得另一种身份和生活的“吗啡”，他有时
参与剧情，有时评价剧中人。
人们通常再以为，音乐剧以独唱和二重

唱流传于世获得影响。《大饭店》中，与情节没
有关联的男劳工和女接线员各有唱段与舞
蹈，其穿插带来节奏的变化，带来别样的质感
和视听感受，他们的歌舞同样不可或缺。

当所有这一切聚集在一起，《大饭店》像
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人物和人物关系、情
节和情节发展、叙述和结构方式、主角和配
角、核心情节的人物咏叹和穿插场面的歌舞
段落、大场面的纸醉金迷大氛围和小场面的
惺惺相惜小情调、前景的双人舞和背景的群
舞、幻觉场面中以另外的双人舞凸显内心，
以及所有这一切构成之间的配合，如同齿轮
的咬合，匹配、严密、转动不停。唯有此，带来
了音乐剧最重要的一种观剧体验———丰盛
饕餮，应接不暇。
《大饭店》的价值就在于，提醒原创音乐

剧，应先造好能咬合的大大小小的齿轮，像设
计一台复杂机器那样去构思一部音乐剧吧！

! ! ! !沪上舞台近来有多部抗战题材的原创

剧目上演!如辽宁人艺"祖传秘方#$国家话

剧院"中华士兵%$广东粤剧院"梦&红船%等'

上海除沪剧(赵一曼#$京剧(不可磨灭的记

忆#外!更有一部由民营剧团出品的原创话

剧(阿拉是中国人#!惹人注目)

(阿拉是中国人%演绎 !"#!年太平洋战争

爆发!*孤岛+沦陷之后!在一条叫做*田雨坊+的

石库门弄堂中的突发事件) 一名日本宪兵在弄

堂里被杀) 大批日军闻讯!将整条弄堂团团包

围!威胁居民们限期交出*凶手+!否则全部抓

去坐牢,枪毙) 在这段限期里!陆家$徐家$董

家三户的男女老少十几号人! 在恐慌与不安

中$猜测与发现后!分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种将手无寸铁的上海小市民直接置

于日军枪口刀尖之下的情况!在抗战作品中

颇为少见)该剧最大的成功!便在于将上海小

市民前置于抗战大背景下!摒弃商业猎奇!依

据地域生活!对*阿拉+的生相$性情与行为予

以须发毕现的刻画! 以此显现极端压力之下

出于本真的人性! 尤其是出于保卫民族尊严

所作的抗争)

该剧还表现出上海人不同于 "祖传秘

方%中的东北豪侠$"中华士兵%中的山西冷

娃$"梦&红船%中的南粤艺人的言行!在这场

属于*阿拉+的抗战中!胆小怕事的小编辑用

笔名撰文表达爱国情怀!娇小柔弱的护士加

班救治受伤的爱国人士!老谋深算的资本家

拿出蒙骗工人的手腕搪塞日本军官!血气方

刚的工人配合抗日组织对付敌方密探--

一样的民族气节!不一样的抗争方法!观众

可以发现!原来抗战竟是如此的丰富!所以

才会是如此的伟大) 在这条石库门弄堂里!

没有铁马金戈$惊涛骇浪!也没有清池浅塘$

文情诗意.没有*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

大江东去+!也没有*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 却照样彰显出上海是中

国人的上海,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因而任

何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阿拉中国人!都无

愧于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都是值得尊敬和纪

念的)

不过! 作为原创作品! 该剧在剧情设

置,人物塑造上有不少的瑕疵!需要打磨精

细方能令人信服) 比如*戆大杀人+的结局

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但对三户人家,

十几号人的猜测,推理铺垫不足!降低了剧

情的悬念.而作为推动剧情高潮的*解扣+!

则堕入了*听壁角+的俗套中!反而削弱了

对主题的深入开掘) 又如为渲染残酷的气

氛! 全剧序幕便推出日军在石库门里开枪

杀人的场面!显得过于随意!且缺乏足够的

历史依据) 主创如此处理!不但对戏而言显

得为时过早! 更将日军炮制 *大东亚共荣

圈+的虚伪和狡诈!轻轻放过了) 再如对日

本侨民的塑造也过于简单化) 主创为报社

编辑徐子耀安排了一位日本妻子秋子!并

将这对夫妇设计为日军头目山田吾介的同

学!而秋子则是山田当年倾慕,苦求不得的

对象) 此举不仅有效地营造了戏剧矛盾!更

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爱好和平的日本人

民作了区分) 可惜的是主创显然未对这位

日本女侨民的心态, 日本人民的性格有更

多了解,作更深挖掘!包括厌战情绪!包括

当同胞被杀时的那种复杂的心理! 更包括

对在这场战争中对中国丈夫,对自己,对本

民族的忧虑) 因此秋子的行为和台词处理

都显得一般化!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就令

人可惜却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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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的抗战
评话剧《阿拉是中国人》

戏曲传承发展的“悲观”与“乐观”

如同齿轮的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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