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锁定：
!日，美国中情局局长彼

得雷乌斯（右二）的婚外情曝
光，他随后提出辞职。"#日，
驻阿富汗美军司令艾伦（右
一）又被爆卷入这起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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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圣地
百老汇剧院

! ! ! !百老汇大道是整个曼哈顿

唯一一条贯穿南北的斜向街

道$马路两边商贾云集$游人如

织& 百老汇剧院则包括环绕在

时报广场周围的 !"多座剧场$

其中有 $!间大型专业剧院均拥

有超过 %&&个座位&因为剧院大

多数皆在百老汇大道附近的地

方$故被统称为百老汇剧院& 百

老汇以演出音乐剧著名$亦常常

有戏剧'歌剧'舞蹈等等的表演$

和伦敦西区剧院同为英语世界

中最著名的剧院区域&

百老汇剧院区域是纽约巿

的重要旅游景点& 据百老汇联

会统计$百老汇#"$$年票房收

入超过 $%亿美元&

百老汇剧院以地理和受大

众欢迎的程度分为三种$ 分别

是百老汇音乐剧' 外百老汇音

乐剧'外外百老汇音乐&外外百

老汇音乐剧有相当多实验戏剧

的形式$ 也最便宜$ 如票房很

好$ 就会被移到外百老汇加强

宣传$而只有受到大众欢迎'票

房非常好的才会在内百老汇上

演&在地理上来说$在纽约百老

汇大街上$'' 街至 %$ 街之间

的剧院称为内百老汇 !即百老

汇%$而百老汇大街 '(街和 %)

街上的剧院则称为外百老汇&

音乐剧大师
安德鲁·韦伯

! ! ! !韦伯 $&!' 年出生于英国

伦敦一个音乐世家$$(岁开始

与人合作创作歌曲$)!岁创立

音乐制作公司$ 经营成功后买

下伦敦西区的几个剧场&

*&'!年$韦伯在纽约一家

二手书店偶然看到一部小说(

一个出没于巴黎歌剧院的幽灵

似的长年戴着面具的丑八怪$

爱上了美丽的女高音& 韦伯决

定以一种全新方式来诠释这个

故事& 他在)歌剧魅影*中淋漓

尽致地发挥了音乐天分& 全剧

大胆采用轻歌剧风格为基调$以

戏中戏穿插经典意大利歌剧片

段$使之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完

美糅合$被誉为是雅俗共赏的经

典之作$过去 *'年里全球演出

逾万场$观众人数超 (+$亿$票

房累计收入高达 )&亿美元&他

同时期的另一部音乐剧)猫*则

以 #+多种语言在全球巡回演

出 ,%多年$在音乐剧中表演时

间之长仅次于)歌剧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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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way，原意为
“宽敞的街”，其实是一条
全长25公里的街，中文
译为“百老汇”，很有意味，
含有戏剧总汇之意。百老
汇音乐剧是目前世界上最
具生命力的戏剧表演。

日前，第十四届上海
国际艺术节正在热闹进行
中。对于梦想成为世界音
乐剧舞台“第三极”的上海
来说，“百老汇”这个名词
绝不能忽视。

百老汇音乐剧：美式文化奇葩
文 /李大玖

古今音乐大糅合 舞台艺术大交融 现代技术大汇聚

颠覆传统 孕育奇葩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看戏”

曾是一种文化特权，为贵族阶层所
垄断。但纽约人相信白手起家的“美
国梦”，相信阶层不会世世代代永久
不变；他们也总是喜新厌旧。人们很
快便将欧洲传统抛诸脑后，那些曾被
贵族嗤之以鼻的大众娱乐方式开始
占领舞台，观众也从贵族和富裕阶层
拓展到中下层市民。,%世纪初，人们
开始在时报广场附近兴建剧场。

第一部现代音乐剧《黑钩子》
（,-. /0123 45663）的诞生纯属偶
然，却也是纽约人颠覆传统“敢想敢
做”精神的产物。

$'--年夏末的一天，纽约音乐
学院剧场突发火灾，千里迢迢来纽
约演出的法国芭蕾舞团顿时没了表
演场地。情急之下，剧场老板向另一
家剧场借用场地。后者当时正上演
通俗剧《黑钩子》，档期已经排满。于
是两家老板别出心裁地将两个剧组
合在一起，重新编写故事情节，创作
新的音乐和舞蹈。一个融唱歌和舞
蹈于一炉，兼具完整故事情节的表
演形式就这样诞生了。
改编后的《黑钩子》获得巨大成

功，创纪录地表演了 !(!场。整出戏
长达 .个半小时，观众依旧看得津
津有味。载歌载舞、情节轻松有趣的
音乐剧立刻从各种娱乐形式中脱颖
而出。
可以说没有纽约，就没有百老

汇音乐剧。它是纽约城市文化孕育
的一朵奇葩。

历经挑战 焕发新生
*&世纪末 #+世纪中叶，美国

电影业快速发展，新兴电影院横扫
曼哈顿，吞噬了一个又一个传统剧
场。当时一些电影评论家纷纷预言
百老汇剧场将为电影院所取代。

*&!)年，音乐剧《俄克拉荷马》
在一片唱衰戏剧声中登场。剧中一
系列创新直至今天仍被奉为经典：
芭蕾、乡村土风舞、踢踏舞、默剧动
作完美融合；音乐创作为戏剧内容
服务，大胆吸收乡土音乐元素；故事
的主角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才子佳
人，而是普通农民；服装、道具和舞
台背景具有淳朴的乡村平民风格。
《俄克拉荷马》推出后好评如潮，连
续演出 . 年零 & 个星期，共 ##*#

场，观众累计 !.+万人次，投资回报
率为 #.++/，开启了百老汇音乐剧
的黄金时代。
百老汇最老牌剧场之一宫廷剧

院是记录百老汇沉浮史的又一个典
型案例。,%世纪初，宫廷剧院是全
美国马戏表演的最高殿堂。但 ,%世
纪 ,%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给了剧
院沉重一击。剧院数度易主，一度关
闭，之后变成了电影院。$&--年，倪
德伦环球娱乐公司买下了剧院产
权，将这里变成了百老汇音乐剧的
重要阵地。这里上演过《俄克拉何
马》、《美女与野兽》、《西区故事》等
,!部音乐剧。如今大多数百老汇剧
场掌握在三家公司手中：倪德伦公司
拥有 &家剧场，舒伯特公司拥有 $(

家，朱贾姆辛戏院联盟拥有 .家。

商业典范 通俗取胜
倪德伦公司总裁罗伯特·倪德

伦说：“百老汇音乐剧是商业化程度
最高的一种戏剧形式，其收入远高
于电影。音乐剧《歌剧魅影》收入超
过 -%亿美元，而好莱坞影片《阿凡
达》收入只有它的一半。百老汇超级

音乐剧《狮子王》《悲惨世界》等在世
界各地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最优秀的百老汇音乐剧都是商

业化与艺术精益求精的典范。百老
汇戏剧的演出剧目和演出时间长短
都根据票房、口碑、戏剧评论等等来
决定，以减少投资商的经济风险。
纽约城市广场制作公司总经理

丹·佛朗茨所说：“故事和音乐，百老
汇成功的关键因素。在制作之前，将
你的故事读给观众听，观众能笑出
声来，或者浑身汗毛竖起来，或流出
眼泪来，如果你的剧本没有引起这
样的反应，你就要停下来。”

说起百老汇音乐剧成功典范，
不得不提安德鲁·韦伯的作品。创作
出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猫》的韦
伯力图以新的音乐表现形式突破传
统，并将录音与现场乐队演奏融为
一体，极大地拓宽了现场音乐的表
现力和张力。韦伯还善于将各种不
同乐器、不同时代、不同表现方式的
音乐熔于一炉，各种音乐元素特点
鲜明，彼此间却又配合得天衣无缝。
不过，以韦伯作品为代表的百

老汇音乐剧受到一些严肃戏剧评论
家的蔑视。美国戏剧评论家乔·昆安
将韦伯的音乐剧作品列入较低层次
的通俗文化，称之为“魔鬼般乏味的
诺伊·韦伯的世界”。但韦伯和他的
朋友们却以“通俗”为荣。《猫》的导
演特雷弗·纳恩说：“我一听到通俗
主义这几个字就兴奋莫名，不断思
考我们如何能够创作出浅显易懂而
又意义深远的戏剧。”

美国特色 行销世界
与传统意大利歌剧、芭蕾舞剧

相比，它就像一个不修边幅又腰缠
万贯的暴发户；与最大众化的娱乐
形式马戏、杂耍、脱口秀相比，它又
太正规，需要有专业剧场，需要专业
乐队现场演奏、有完整的故事情节。
事实上，通俗而不庸俗、不断求

新求变、尽一切可能满足大众喜好，
正是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百老汇
音乐剧也具备美国文化的“大熔炉”
特点。每一部百老汇音乐剧都有自
身特点，每一个故事都有独特的表
演和表现形式，没有一成不变的程
式化表演，更没有不可逾越的表演
模式。这里有古典意大利歌剧，也有
爵士乐和摇滚乐；有芭蕾，也有踢踏
舞、迪斯科和各种现代舞；有皮影、
木偶、杂技、高跷等舞台表现形式；
也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手
段创造的现代化舞台艺术效果。

正如美国音乐剧史学者格林
所说：“音乐剧是个吸引人的字眼，
凭其涤荡心胸的律动节奏、光怪陆
离的艺术效果、令人陶醉的戏剧故
事，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日用商
品，被全世界的人们认同和喜爱。
纵然派生于其他门类，但它依然成
为一枝盛开的艺术奇葩。美国人可
以自豪地说：美国已给了世界一种
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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