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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市场·演艺

每到岁末年初，音乐剧、交响乐、芭

蕾舞等各种精彩演出便接连不断。相

比往年，今年国内演出市场上音乐剧的

表现更为活跃、耀眼，《歌剧魅影》、《芝

加哥》、《猫》等多部经典剧目在这一时

段集中上演，为喜爱音乐剧的观众们奉

上一道道大餐。这其中，计划在 9 个城

市演出 40 余场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芝

加哥》尤为引人关注。

《芝加哥》是一部颇有观众缘的经

典音乐剧，40 年前由“音乐剧巨匠”鲍

勃·福斯首次搬上美国纽约的百老汇舞

台，一经上演即大受观众欢迎。上世纪

90 年代，被媒体誉为百老汇“金牌导演”

的沃尔特·鲍比复排《芝加哥》，这个版

本的音乐剧一直演到今天。据了解，截

至目前，《芝加哥》已到过全球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演出，走过 260 多个城市，观众

达上千万，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值

得一提的是，《芝加哥》曾于 2004 年来华

演出过，此次来华巡演是第二次，由北

京九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作引进。

10 年之后，《芝加哥》再次来华，国

内的音乐剧市场已经成熟了很多，音乐

剧观众也在增加，然而在上海、北京、武

汉、重庆、济南等 9个城市安排 40余场演

出，《芝加哥》能否取得高上座率和不错的

票房成绩？引进原版《芝加哥》进行巡演，

主办方北京九维文化出于哪些方面的考

虑？对国内音乐剧市场又如何看待？

10年前，演出轰动，观众看不懂

众 所 周 知 ，在 中 国 音 乐 剧 是 舶 来

品。十几年前，国内曾出现一轮商业化

引进经典音乐剧的热潮，很多观众就是

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欣赏到《巴黎圣母

院》、《歌剧魅影》、《芝加哥》等经典音乐

剧剧目。

回想起《芝加哥》10 年前来华演出

的情景，当年参与引进的国内演出界资

深制作人胡敬云表示，这可以称为当年

国内演出市场上的一件“大事”。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连演 3 场，当时有许多演

艺界名人为其站台宣传。虽然效果轰

动，但观众的反响还是引来了一些业界

人士的担忧。“虽然当时没有出现亏损，

但是本来计划演出一周的，后来看到观

众的反响以及票房的情况，最后我们还

是放弃了一周的演出计划，只演出了 3

场。”胡敬云说。

另一位参与过 10 年前《芝加哥》引

进的业界人士——著名乐评人金兆钧

表示，当时中国的音乐剧市场十分不成

熟，很多观众并不了解音乐剧是什么，

也不知道如何欣赏。“那时候的演出或

许是宣传力度不够，又是全英文演出，

因看不懂剧情半途离场的观众并不在

少数，不过这在当时也是正常现象，可

以理解。一方面是对其中的唱段和表

演形式不熟悉，另一方面是对音乐剧

的认知和接受度普遍较低，能看懂的

只有业界人士或者对音乐剧有所了解

的观众。”

十几年前，国内演出商尝试引进伦

敦西区或者纽约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

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接触到音乐剧这

一演出形式。不过，由于当时音乐剧市

场尚待开发，观众仍需培养，即使是国

外经典音乐剧也会有一些观众中途离

场。当时，其他的经典引进剧也出现了

像《芝加哥》这样演出轰动、观众看不懂

的现象。

市场需要经典剧目来培育

经过十几年的培育，如今的国内音

乐剧市场，虽然演出接连不断，经典引

进剧目也属稀松平常，不过，在金兆钧

和胡敬云的眼中，依旧不是那么乐观。

音乐剧是个综合类的戏剧类型，无论是

演员、编剧、灯光、舞美等都需要专业性

极强的综合素质，而且观众的培养也是

个长期的过程。

金兆钧表示，对于中国观众而言，

看音乐剧依旧属于高消费，欣赏音乐剧

的习惯还需要时日去培养。至于本土

化的音乐剧，几乎每年都有很多，但是

商业运作成功的还是极少数。而且目

前，国内成熟的音乐剧演员少之又少，

中 国 音 乐 剧 演 员 的 综 合 培 养 模 式 缺

乏，社会化的培养模式还没有找到方

法，中国的音乐剧市场还处在培育期，

因此，《芝加哥》这样的经典剧目对中

国音乐剧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作用更为

值得重视。

对于此次《芝加哥》的再度引进，北

京九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力

刚表示，一方面是在试探中国的音乐

剧市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用经典培

育市场的考虑。他说：“10 年前《芝加

哥》的引进是为了尝鲜，但是今天的引

进就想测试一下，经过 10 年的发展，中

国的城市文化和都市消费到底到了什

么程度？”

引进音乐剧的同时，也要支持本土

音乐剧的创作，张力刚的团队对此一直

保持着高度关注。他表示，目前国内音

乐剧方面最优秀的制作团体——李盾

和三宝团队的作品都非常有潜力，而他

也希望能通过国际引进，以及和国际顶

级团队的合作，能制作出中国出品的国

际级作品。比如之前九维对《舞起狂

澜》的投资，就是中国剧目进入国际市

场的一次尝试。他认为，制作一部音乐

剧不是什么难的事情，但是制作一部具

有世界水准、国际市场，并且具有现代

性、原创性，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作

品，才是最终的目标。

处于培育期的中国音乐剧市场目

前还在起步学习阶段，引进经典，多给

观众学习的机会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的。胡敬云回忆 10 年前引进《芝加哥》

时，有业界人士曾说：“中国能够做出

拿得出手的拥有自己品牌的音乐剧还

需要至少 30 年的时间。”而如今才过了

10 年。

二线城市巡演的顾虑

关于 10 年来国内音乐剧市场的发

展，以及经典剧目对市场培育的作用，

业界普遍认可。但此次《芝加哥》9 个城

市 巡 演 40 余 场 还 是 难 免 让 人 产 生 顾

虑。胡敬云十分佩服引进方的魄力，不

过她也表示，走出北京、上海，到重庆、

武汉等二线城市演出，对于引进方来说

应该是个很大的考验，能否取得好票房

还是个问号。

面对这样的疑虑，张力刚说：“10 年

前，大家就在探讨《芝加哥》对于中国演

出市场的启示。10 年后，芝加哥再次来

到中国，出现了两个变化，首先是场地，

从人民大会堂搬到了北京展览馆剧场，

这意味着从针对团体消费的‘鱼翅燕窝’

回归到了美式风味餐，更加符合市场和

节目本身的需求。其次，演出从北京一

地扩展到重庆、福州、济南等城市，这表

明了中国音乐剧市场在不断扩大，接受

和容纳音乐剧的市场越来越多。但是

这离真正成熟的市场还相差很多。”

对于为何到这么多的二线城市去

演出，张力刚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表示，

中国的城市布局，除了北京、上海在第

一梯队之外，广州、武汉、重庆、天津、青

岛都属于二线城市。而福州、厦门、济

南则因为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赞

助，才能把这样的顶级制作引入当地。

“二线城市的票房肯定不如一线城市，

但是人们对于国际级的制作都充满了

期望。过去的 10 年，是中国城市化突飞

猛进的 10 年，是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剧烈

变化的 10 年，音乐剧的发展是必然的，

事实上，《芝加哥》在各地受到欢迎，还

是值得期待的。”

《芝加哥》10年后再度来华

用经典培育国内音乐剧市场
王晓芳 苏丹丹

日前，笔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金

色大厅送票难》的文章，文中提道：“维

也纳‘金色大厅’在中国的形象总在两

个极端剧烈摇摆，一边是高雅的‘音乐

圣殿’，一边被人指责为充满铜臭味的

‘金钱大厅’……一位国内当红明星在

金色大厅演出，使馆朋友抱怨说，使馆

下死任务，每人必须保证送出多少张

票，而且要确保奥地利人来，不要华

侨，这样可以保证电视录像效果……

他们可能不在乎这几万块钱，但这种

行为非常不理性，这跟中国人到国外

买奢侈品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关于去维也纳金色大厅“镀

金”的争议由来已久，这其中的来龙去

脉早已不是什么“内幕”，大家都清楚是

怎么回事，但还是争先恐后地要去。在

如今这样高度市场化的时代，很少有人

仅仅是为了“过把瘾”，远渡重洋一掷千

金在金色大厅办音乐会。究其原因，有

的个人和团体“镀金”的目的非常明确、

一目了然，有的则看似仅仅是为了满足

虚荣心，其实是为了长远计划做铺垫。

国人在国外买奢侈品，有的是自

用，有的是为了送人。在国内，高档奢

侈品是一种身份标识，可以借此获得

某一圈子的接纳和所谓“贵宾”的特

权。国人习惯并善于从住宅、座驾、穿

戴、服饰等方面估算出一个人的“身

价”，再根据这个身价决定自己和这个

人交往的必要性和方式。在欧美国家

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存在，但似乎没

有国内如此普遍。在相对成熟的社会

文化中，“身价”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个

人的气质与谈吐中，而非外在的物质

包装。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

不具备观察“气质”的经验，也没有鉴

别“谈吐”的知识，则只能从背什么包、

穿什么鞋、开什么车这些方面来判断

一个人的“地位”了。

去金色大厅“镀金”，有时候并不

是为了回来向业内人士显摆，甚至有

些还“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在国内

现行体制下，对音乐家未来发展起关

键作用的是直属领导的“重视”与否。

如果领导是同行，或者是内行，去不去

金色大厅则完全无所谓。但如果领导

是外行，甚至从未受过任何音乐艺术教

育，那么“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个

人音乐会，取得‘广泛轰动’‘载誉回国’

‘征服观众’‘走向世界’‘巨大胜利’‘扬

我国威’”等标签，在填表和上交材料的

时候就真的“管用”了。当音乐家的水

平没有办法向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人

解释清楚的时候，“奢侈品”的华丽包装

则是最直接，也最便于理解的展示方

式。当音乐家身处缺乏艺术音乐鉴赏

力、不屑于“崇洋”却习惯“媚外”的社会

环境中，没有可以沟通的“语言”来展示

自己的艺术实力，又想获得足够的艺术

地位和社会认可，“镀金”其实是最省

时、直接，从长远看其实也是相对省钱

的“上进”方式。此时的金色大厅之旅

就类似于一件国外买来的奢侈品。

《金色大厅送票难》一文还提道：

“一桩生意而已……奥地利一位曾在

旅行社工作的华人透露，他们在今年 7

月 接 到 了 世 界 和 平 音 乐 节 的 外 包 订

单，‘演出方弄了 1300 多个小孩过来，

发的证书一模一样，很多参赛方非常

不满。’该华人表示，仅这一单生意，团

费总额就高达 3000 多万元。由于有金

色大厅的名号，利润高达 40%，比做一

般的旅行团业务高出更多。”既然是生

意，只要合法就无可厚非。但能够“玩

儿得转”如此复杂和“高规格”的生意，

这其中的学问和特色就复杂得多了。

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会是无缘无

故的，特别是像金色大厅“镀金”这类

看似不合理，甚至已是广受质疑的事

情，为什么并未收敛，反而有愈演愈烈

之势呢？这是应该引人深思的问题。

只有改变其生存的土壤，此类现象也

许才能销声匿迹。

去金色大厅“镀金”给谁看？
张佳林

本报讯 （记 者 苏 丹 丹）由 中

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化节目《寻

找刘三姐》近期正在央视音乐频道

热 播 。 经 过 多 轮 角 逐 ，12 月 22 日

将 迎 来 星 光 璀 璨 的“ 冠 军 之 夜 ”。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著名歌

唱艺术家、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

的饰演者黄婉秋，以及中央电视台

著 名 主 持 人 孙 小 梅 将 担 任 总 决 赛

评委。

如 果 说“ 刘 三 姐 ”是 民 族 的 象

征 、地 域 的 象 征 ，那 么 此 次 以 央 视

平 台 制 作 的《寻 找 刘 三 姐》则 赋 予

了 这 一 形 象 更 为 广 阔 的 文 化 内

涵。“刘三姐”虽然是壮族文化的精

神 象 征 ，却 具 有 极 大 的 民 族 开 放

性，《寻找刘三姐》节目中，出现了

壮族、藏族、彝族、满族、傈僳族等

多个少数民族选手。

除了选手的精彩表演外，“冠军

之 夜 ”还 将 有 众 多 当 红 歌 手 助 阵 ，

《寻找刘三姐》16 强选手也将重返舞

台，为冠军争夺呐喊助威。本场比

赛中，4 位选手将按照抽签顺序，逐

一出场演唱一首歌曲，然后由现场

的 101 位 媒 体 和 大 众 评 委 进 行 投

票，得到票数最高的选手直接晋级

冠军争夺战，得票最低的选手成为

《寻找刘三姐》第四名。剩下的两名

选手由评委投票，胜者晋级冠军争

夺战。晋级冠军争夺战的两位选手

将分别演唱电影《刘三姐》中的著名

歌曲《藤缠树》，最后由评委共同投

票决定冠亚军。

本报讯 12 月 18 日，内地知名

唱片公司孔雀唱片携旗下艺人组合

“凤 凰 传 奇 ”在 北 京 举 办 新 闻 发 布

会，宣布双方第三次签约合作。同

时成立“凤凰传奇”专属工作室百人

娱乐，并启动全球四大洲、十二城市

巡回演唱会工作，而孔雀唱片同时

启动上市计划。

“ 凤 凰 传 奇 ”与 孔 雀 唱 片 首 度

签约是在 2004 年，在《月亮之上》和

《自 由 飞 翔》大 获 成 功 后 ，双 方 于

2009 年 续 约 4 年 。 此 后 再 度 创 造

《荷塘月色》和《最炫民族风》时期

的辉煌。此次三度携手，如此稳固

而 长 期 的 合 作 历 程 堪 称 唱 片 行 业

之 典 范 。 孔 雀 唱 片 总 经 理 陈 锦 芳

表示：“孔雀唱片和‘凤凰传奇’一

起走过了十年光阴，共同创造了许

多 经 典 歌 曲 ，这 次 签 约 ，将 是 双 方

合 作 的 新 起 点 。 孔 雀 唱 片 将 全 心

全 力 为‘ 凤 凰 传 奇 ’打 造 更 多 高 品

质 音 乐 ，力 求 将‘ 凤 凰 传 奇 ’推 向

更 广 阔 的 市 场 和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 。”对 于 自 己 的“ 娘 家 ”孔 雀 唱

片，玲花、曾毅表示：“我们和公司

互 相 了 解 、互 相 信 任 ，关 系 更 像 是

家 人 ，这 对 艺 人 的 成 长 和 发 展 很

重要。”

作为孔雀唱片旗下最具商业价

值的音乐组合，“凤凰传奇”已成长

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艺人品牌

之一。陈锦芳在发布会上对媒体宣

布 ，孔 雀 唱 片 已 经 启 动 上 市 计 划 。

作 为 内 地 民 营 唱 片 公 司 的 先 锋 代

表，孔雀唱片在 15 年间不断发展壮

大，拥有“凤凰传奇”、郑源、妞妞等

一批实力歌手，并积累大量优质原

创 音 乐 版 权 以 及 5000 多 个 自 主 版

权节目。

据介绍，“凤凰传奇”即将启动全

球巡演，相继登陆首尔、东京、吉隆坡、

悉尼、纽约、洛杉矶、温哥华、伦敦等城

市，最后一站回归北京。

（白 炜）

本报讯 张朵儿“声带小擞唱

法”学术音乐会 DVD 日前由中国唱

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

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张朵儿出生于大西北民歌“花儿”的

故乡，是“花儿王”朱仲禄的关门弟

子，并先后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张朵儿的

演唱高音明亮，中音饱满，颤音绵长，

唱西北“花儿”时音色辽阔豪迈，唱江

南民歌时悠扬婉转，形成了风格独

具、特色鲜明的“声带小擞唱法”。

2002 年以来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

版发行了《西部谣》等 3 张演唱专辑，

2008年获得“中国金唱片奖”。

今年 7 月，张朵儿在中国音乐学

院国音堂举办“声带小擞唱法”的学

术 音 乐 会 ，演 唱 曲 目 包 括《上 去 高

山望平川》、《拔根芦柴花》、《丢丢

铜》、《洒一路花儿香飘天外》等涉

及不同地区、民族的精粹民歌及原

创歌曲。 （忽 忽）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日前，

青年歌唱演员沈凌云在北京发布新

专辑《凤凰缘》。现在中国煤矿文工

团担任独唱演员的沈凌云，曾在意

大利圣·天使国际声乐大奖赛中荣

获金奖，香港艺术家声乐大赛中获

得一等奖。在新专辑中，沈凌云对

自己娴熟的美声唱法技巧进行了颠

覆性挑战，运用不同唱法演绎了《凤

凰缘》、《青春菩提树》、《星月童话》

等歌曲，比舞台版的美声歌曲更加

细腻、柔美和好听。

该专辑的制作人是国内知名唱

片制作人邹铁夫，曾打造国内第一

张美声跨界演唱专辑——廖昌永的

《情释》。他表示，《凤凰缘》与其说

是一种跨界尝试，还不如说是一种

大胆突破，目的就是怎么好听怎么

唱，人们喜欢什么就唱什么，不拘一

格地满足人们听觉上的需求。

《寻找刘三姐》打响冠军争夺赛

“凤凰传奇”续约孔雀唱片

张朵儿学术音乐会专辑出版

沈凌云新专辑《凤凰缘》发布

明星扎堆演话剧为哪般？

年底又到了一年演出旺季，浏览网上演出信息，打着明星旗号的话剧占据

着显要位置。相比往年，今年的明星话剧似乎来势更凶猛，华少、金星、刘晓庆

等更多明星登上了话剧舞台。明星们为何扎堆演话剧？对话剧市场有何影

响？成为多家媒体的关注对象。本栏目特就此话题撷取了部分媒体观点。

明星话剧：娱乐有余艺术不足

这些年来，影视明星和娱乐红人涉足话剧舞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表面

上看，明星话剧为话剧演出市场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演

艺明星走上话剧舞台，越来越多的“粉丝”也因此走进剧场为话剧买单。但是

否可以借此断定明星话剧就是话剧的未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冲

着明星走进话剧剧场的观众是来看明星，而不是来看话剧的，他们因明星而走

进剧场，也会因明星而远离剧场。另一方面，术业有专攻，这个道理在极为强

调演员表演功底的话剧中更是显而易见，明星们能在台词以及表演等方面过

关的并不多。

或许，把明星话剧简单地贴标签、画红线，绝对地判定明星演不了或演不好

话剧，似乎都有失公允，毕竟在话剧舞台上大放光彩的明星时有出现。但如果

觉得明星就一定是优秀的话剧演员，这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起用明星，这

是话剧的卖点与看点，但是话剧市场过度依靠明星肯定是不健康的。培养话剧

观众，需要的是更多好的剧目、更合理的价位、更客观冷静的评论和宣传，而并

非花高票价去近距离目睹所谓“明星”在舞台上的娱乐秀。明星无疑能提高话

剧的娱乐性，但话剧还有它更为重要的艺术性。

频繁邀请明星出演话剧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目前话剧精品难出，

只好通过所谓的名人效应来保作品的现状。说到底，明星只是话剧舞台艺术的

一种表达手段，而不应成为决定性因素。谋求话剧艺术的长远发展，除了外在

形式上的突破，更应把精力投入到话剧艺术本身。 （来源：《中国艺术报》）

明星是话剧的稀缺资源

之所以明星们这两年来纷纷转回头另眼看待话剧舞台，一是他们赚到了足

够的钱，二是想在话剧舞台上找回一点演戏的尊严，或者形容得更好听些——

追求。话剧市场近5年的发展速度极快，观众和媒体的注意力朝话剧倾斜，同样

也引发演员们的注意。剧场热了，观众多了，捧场的声音响了，作为角儿的他

们，怎能不站在视线焦点处？

对制作人和演出商而言，明星加盟固然有拉高成本的风险，但更多的是增

高的票房。戏做得愈来愈多，明星演员就成为市场上新的稀缺资源。一部戏要

想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仅靠剧名怪异是不够的，仅靠普通话剧演员和电视主持

人或者导演也是不够的，必须借助金字塔顶的超级大腕“震慑全场”。

一旦拥有一流大腕这种稀缺资源，生产出的商品价值就提升很多。北京巨

龙在制作话剧《风华绝代》时，采取“先卖后排”的方式，把刚刚有剧名和演员的

空壳项目拿到演出交易市场上去竞价。靠着明星的加盟，《风华绝代》在全国卖

出了百场演出，话剧还没开始投入，就先有产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当大腕

们的“戏剧追求”和制作团体的“经济利益”一拍即合，那些纷至沓来的大腕戏也

就好解释了，唯一让人疑惑的是，大腕戏真的比专业演员演的话剧好看吗？

（来源：《申江服务导报》）

（苏丹丹 整理）

◀ 12 月 13 日，大型民族舞剧《马可·波罗传奇》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

演。该剧以马可·波罗游历华夏的历史故事为题材，体现了中国元朝的繁盛、

博大、包容和开放。图为舞剧《马可·波罗传奇》剧照。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音乐剧《芝加哥》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