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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近日举行的第 !"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音乐剧发展论坛上，上海
文化广场列出的一组数据耐人寻味。
据统计，如今整个上海有 "!家专业剧
场共 ##个大小剧场，每晚能够提供
$"场演出。仅 $%&'年，上海专业类剧
场举办的演出活动就达 ((#!场。然
而，在这些近 )%%%场在专业剧场发生
的商业演出当中，话剧最为活跃，占比
是 $)*，其次是儿童剧，杂技、舞蹈、
戏曲等等，音乐剧却还找不到排名。上
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直言：“我们尚
在寻找打开音乐剧市场的那把钥匙。”

其实不只是中国音乐
剧，即便是如今欧洲音乐剧
重镇的法国，也经历过阵痛期。
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制作人尼
古拉斯·特拉说，虽说如今法国音乐
剧独树一帜，但其实这一剧种进入
法国时间也很短。在经历了《五月
花》《追星狂人》等不温不火的案例
后，&))(年《巴黎圣母院》制作人将剧
中的单曲制作成概念 +,发售，凭借
单曲《美人》$%% 多万张的创纪录销
量，带动了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畅
销，从而让音乐剧在法国扎根。
同样是东南亚国家的日本，音乐剧

生存依靠的是日本尤为突出的全方位
包装。&)(!年，四季剧团为推广日语版
《猫》，特别在东京建造驻演剧场。《猫》
的成功为日本音乐剧开启了一个辉煌
的年代。截至 $%&#年，日本音乐剧市场
票房达到 '$%亿日元，占整个舞台演出
!'*的份额。与此同时，以养成模式打
造自家明星，让明星粉丝共成长，留住
观众培养土壤，也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日本 +-./0123456副社长於保義教日
本宝冢举例：“宝冢有音乐学校，毕业的
人就加入剧团，分五个组，每个组里都
有明星，形成明星制，每个明星都有自
己的粉丝俱乐部，宝冢剧团本身就有自
己宝冢的会，双重粉丝结构让观众黏性
更强。”

不可否认，自 $%%$年上海大剧院
首度引进音乐剧《悲惨世界》以来，历经
&#年音乐剧土壤的培养，在经过最初
原版引进阶段，以《猫》《剧院魅影》等经
典打开观众视界，到后来的着手音乐剧
经典的中文版制作，《妈妈咪呀》等横空
出世，现如今无论是观念的改变、剧目
的质量和观众群的扩容上都有很大改
观。而今年，上海文化广场又将迎来音
乐剧的大年，不但正在热演的《魔法坏
女巫》一票难求，之后，还有包括《保镖》
等热剧将逐一上演。

要找到打开音乐剧市场的钥匙，
需要时间和给予，需要坚持和毅力。有
人说，音乐剧之所以没有像电影那样
迎来一次“爆发”，是尚未有“爆款”出
现。可《妈妈咪呀》中文版打造者、知名
音乐剧制作人田元却用经验证明：“中
国的音乐剧市场不能依靠爆款存活。
在观众还没分清歌剧、音乐剧的时候，
让他们明白能在音乐剧剧场感受到什
么才更重要。”而深耕上海音乐剧市场
的上海文化广场艺术总监费元洪也相
信：“需要长时间的文化推动，音乐剧会
成为上海文化消费中的必选项目。”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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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熟悉的《中国梦》乐声响起，甜
美的“梦娃”牵出一支朝气蓬勃的
管乐队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实验小学的 &!%个打击乐手，踏着
整齐的步伐奏响《歌唱祖国》。昨
晚，中华号角———$%&7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在复旦正
大体育馆启幕。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周年，晚会还安排了红色主题
演奏曲《人民军队忠于党》联奏。
而最后，&% 支乐队共聚一台，在
浩浩荡荡的《欢乐颂》乐曲，将晚
会推向高潮。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朱渊 摄影报道

学戏为了吃饱饭
继携《程婴救孤》《清风亭上》

来沪演出之后，日前，李树建又带
着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苏武
牧羊》（见上图）在东方艺术中心
亮相。三个大戏、三位男主角都带
着浓重的悲剧色彩，问李树建为
什么偏爱悲剧人物，他说“我喜欢
演悲剧，这和我的家庭有关”。李
树建说自己出生在汝州的穷山沟
里，出生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
农村还是吃不饱饭，村子里和他同
龄的孩子饿死了三个，“我也差点
被饿死。”李树建说，有一次父母从
地里回来发现他已经没有气了，
“父亲就用割草的篮子把我放里
面，搁在坡上了。后来我奶奶来说，
你再去看看，说不定还有气。”于是
李树建又被抱了回来，喂了些吃的
捡回了一条命。“当初为什么唱戏，
主要在家吃不饱穿不暖。”李树建
说起自己当初下决心要学戏的原
因十分坦然，“有一天有个县剧团
到我们村子里演出，我一看他们日
子好得很，带伙吃饭，还有白面
馍，吃粉条菜，看见以后，我才下
决心要学戏，考剧团。”

为筹资金抬棺材
可是考剧团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因为家里没钱，李树建就扒着
煤车去各个地方考剧团，但是一
连考了 &7 个剧团都没有考上，
“都说我有嗓子没有功。”直到
&)7(年，李树建才考上了洛阳戏
曲学校，之后又进了中国戏曲学
院学习。&)(7年李树建毕业后当
上了三门峡市豫剧团团长，而戏

剧性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戏
曲演员这碗饭已经不那么好吃
了。“那时社会上有两种人出门带
行李，一是农民工，二是演员，农
民工进城，演员下乡。”李树建说，
下乡演出时，好一点的睡过土炕、
课桌，连羊圈、牛圈都住过。李树
建的成名作是《程婴救孤》，当时
他已经是省豫剧二团的团长，排
戏剧需要至少 !%万元资金，而二
团的账面上只剩下(%%元。为了排
戏，能借的、能赞助的朋友基本上都
用了，拿到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入
场券”后，为了几万块钱路费，李树建
带着几个演员去给山西煤老板家“哭
坟”，站在坟头上给人家唱戏……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程婴救孤》
获得了“文华大奖”榜首以及“观众
最喜爱的剧目”第一名。

"程婴救孤#救了$孤%

《程婴救孤》之后，李树建的
艺术生涯走上了快车道，各种全
国性大奖拿了个遍；“三部曲”的
第二、第三部也相继问世；十年
间，李树建带着他那个曾经“穷困
潦倒”的剧团去了 $'个国家和地
区演出，进过纽约百老汇、洛杉矶
杜比剧院，一时风光无限。但来自
民间、在苦难中成长的李树建却
依然保持质朴的艺术理念，他从
生活中汲取养料，坚信只有观众
认可的才能称得上好戏。在李树
建心里，观众是最可爱的，群众是
最可靠的，“你只要用心为他们唱
戏了，他们就会记住你，关心你，
念你的好。”“一个演员的真正舞
台，是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本报记者 王剑虹

&&&著名豫剧
演员李树建专访

小时候差点饿死，
一度被装在篮子里扔在
了坡上；父亲早亡，母亲
一人拉扯大六个孩子；
为了吃饱饭，曾扒煤车
到处去考剧团，考了17
个都没考取；排出了《程
婴救孤》后，为了筹措去
参加艺术节的路费，曾
给老板担棺材、在坟头
上唱戏……对于著名豫
剧演员李树建来说这些
人生的苦难都是他的财
富，他说自己擅长演绎
悲剧人物与他的经历有
关，生活中的不少经历
都被他用到了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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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
是他的财富

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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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巴伐利亚管乐团奏响"阿尔卑斯号角#

出席论坛的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