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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观察 行业剧复兴与都市精神的重塑行业剧复兴与都市精神的重塑
■■林林 玮玮

行业剧在近年来的复兴，已成一种新的影视

现象。无论是《法医秦明》《急诊科医生》，还是当下

引发热议的《平凡的荣耀》，都以对某个行业的深

入剖析和强大现场感，赢得了观众的青睐。一方面

是“职业好奇”带来的窥视感，猎头、刑侦、医疗、商

场等充满戏剧冲突的行业，总是故事的“高发地”；

另一方面，行业剧的复兴也暗示了一种新的都市

精神正在塑造之中，它使“都市”再次成为专业人

士的共生空间。

都市精神的嬗变
行业剧都是在都市中演绎的，“行业”本身就

是都市的产物。在与都市（城市）相对的空间概念

里，“农村”之“农”便已显现出行业的匮乏。更重要

的是，“农”之一业，在传统社会中往往意味着自给

自足，并没有多少与其他行业交往的空间。因此，

多少关于乡村的故事，都维系于摇着拨浪鼓的货

郎，或是古老的山野传说。而与之不同的是，都市

之中百业共存，彼此交往，每一种行业都有与其他

行业交换货物、信息、故事和情感的必要。都市意

味着行业和人的聚集。

但是，曾几何时，中国影视对都市的认知是偏

颇的。以行业题材为例，从《黄山来的姑娘》到《公

关小姐》，尤其是《太阳雨》和《给咖啡加点糖》，一

种对人脱离了乡村文明和传统文化之后的“都市

焦虑”渲染于影像之间。城市被视为是强大物欲的

集聚地，城市人总是生活在一种安东尼奥尼式的

精神困顿之中。那里色彩斑斓却喧闹躁动，而唯有

“回到乡村”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这种认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视表达中是很常见的。

那时候的“都市精神”被认为是一种浮躁的物欲，

是一种无序的激进，有待充满温情的“乡村精神”

的拯救。

这种认知在新世纪头10年之后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都市化进程

迅猛加速以来涌进城市的乡村人口，经过20余年

的沉淀，开始参与塑造新的都市精神。《门第》《双

面胶》《新结婚时代》等影视剧便生动而深刻地展

现了这一进程。何建国、李亚平等来自农村的“凤

凰男”们，在“家庭斗争”之余，很快就成为了行业

剧的主角。面对所从事的行业，他们专业而冷静，

热情又能干，他们把自己融入了都市之中，形成了

不同于乡村的新职业态度。而所谓“新都市精神”，

正是对这种职业态度的肯定与鼓舞，对来自四面

八方的专业人士的支持与宽容。在这个意义上很

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都市剧的题材在新世

纪的头20年之间，出现了从家庭转向职场、从情

感转向行业的嬗变。

都市精神与职业精神
当头一批乡村出身的青年（基本为“60后”）

初到都市，中国的都市尚未真正成型。而由他们参

与塑造的都市精神，往往带有强烈的对乡村的回

眸与凝视。在他们正当青壮年时，象征现代商业都

市的消费主义气势汹汹地扑面而来，他们的本能

反应是“回到乡村”。这与当代青年中某种趋向小

清新、治愈系的亚文化取向很接近，齐格蒙特·鲍

曼将其命名为“回到子宫”，但一味地退缩只能失

去任何改变与进取的可能。

这一批青年中的佼佼者终于昂首挺胸地深度

介入，或满怀警惕地观察着消费主义。这样的都市

人形象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逐渐形成。他们融入

了都市之中，成为诸多行业的创始者。《鸡毛飞上

天》与《在远方》的故事就是某种行业成型的叙述。

从混乱到有序，从小打小闹到参与游戏规则的制

定，街头货郎陈江河从一名无名商贩成长为实业

集团的主理人，姚远从个体户与邮政抢报关单到

与黑快递斗智斗勇，都是这批青年在一个新生的

环境中对都市精神进行塑造的生动写照。

而第二批乡村出身的青年进入都市，就显得

顺畅得多，他们大多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个已经

“行业化”了的“现代世界”。与前一代相比，这个

世界有着相对明确的行业规则和规范，而生活在

其中的人也多有明确的规则意识——虽然只有

规则被打破，才会形成更多新的故事。这是一种

职业精神，它意味着新的都市需要有相对严格的

规范，以及对这种规范所孕育出的专业人才（如

律师、翻译官）的高度尊重。

不过，这些规则所划定的“行业”内部，依然

暗潮涌流。《猎场》用挖墙角、搞情报的故事情节，

让高端职场的商业叙事充满了谍战的意味，更不

用说《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刑侦题材的行业

剧本身就自带悬疑风格。这种暗流使得“行业爱情

剧”、“行业情感剧”、“行业偶像剧”等子类得以生

存。《离婚律师》《亲爱的翻译官》《创业时代》《完美

关系》就分别铺陈了律师、翻译、IT、公关等职场

的叙事演绎。主人公穿梭于高档写字楼和会议室

之间，除了拜物教的姿态外，也多少为这些“高档”

行业提供了一些专业意识。一如《离婚律师》中的

罗鹂、《创业时代》里的那蓝，她们生活中那一头鬈

发一到上班时间就变成了利落的盘发或束发，加

上深色的口红色号，看起来独立、专业又不失女人

味。

通向美学治理的都市精神
如果说中国的都市形态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

了从体制被打破初期的混杂到现今百业兴盛、治

理有序的状态，那么，行业剧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

的表征意味就特别明显。因为行业的核心就是职

业精神，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在相互对话与共同

生活的城市里，改变和重塑着那种厚古薄今、重农

轻商的传统都市精神。

新的都市精神在行业剧中是有着明显的表达

的。这种表达可以用“美学治理”这一术语加以概

括。一方面，职业化的“治理意识”是都市精神的核

心。在城市里，各行各业都应有其规范。无论是精

英化气息浓厚的商业领域，还是刑侦、医疗的专业

人士，在行业剧中展示其相应的专业形象，都是获

得社会认可与尊重的重要保证。这种治理意识和

规范意识正需要行业剧加以生动的表征、传达和

诠释。另一方面，情感性的“美学意识”是都市精神

的载体。行业剧不能只为了满足“职业好奇”，特别

是不能渲染职场权谋，更重要的是把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关联，把专业人士与社会底层、商界人士与

政府官员之间亲情并存的人际交往表现出来，使

每一种行业都能显现出其社会价值，表达出每一

种行业都有更高的诉求。譬如《安家》塑造了一个

“没有她卖不出去的房子”的天才女中介形象，但

这位女中介并没有把职业仅仅当作一份谋生工

具，而是内在地显现出一种职业价值观，即便房屋

中介这种看似“沾满铜臭”的职业也理应为消费者

的情感需求考虑，积极为他们寻找到“性价比较

高”的归宿。

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译本序言开篇

说：“古人大概比我们要坚毅，要大胆，商人、工匠、

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起程，就会

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

骑马甚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去寻求工

作和赢利的机会。”行业剧要表现的内容是深远

的，在谋生、谋利与谋义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化

与新的精神也在逐渐成型。至少，当代影视对行业

的开掘将直接决定当代人对“都市”的理解，这种

理解需要批评界更多的阐发与介入。

本土音乐剧本土音乐剧：：
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数理公式数理公式””

■赵赵 宇宇

在近年来中国演出市场多元化蓬勃发展的

演出态势中，音乐剧成为业内关注度比较高、市

场较受青睐的艺术类型。仅最近三年，就有享誉

音乐剧界的《马蒂尔达》《摇滚红与黑》《摇滚学校》

《巴黎圣母院》《泰坦尼克》《芝加哥》《伊丽莎白》等

多部国外原版音乐剧来华演出。这些原版来华演

出的剧目虽然在演员配备、制作水平、演出水准等

方面还略有瑕疵，但对国内的音乐剧从业人员、

观众的审美接受和艺术观念而言，还是带来不小

的刺激和拓展。在国内，受《声入人心》等综艺节

目的带动，原创音乐剧市场也出现了“粉丝”带动

下的热闹景象，一部部制作相对精良的原创或者

引进版权打造的中文版音乐剧纷纷亮相，不断改

变着国内音乐剧演出的生态和格局，像上海文化

广场试水自主制作，推出了《春之觉醒》《我的遗

愿清单》《拉赫玛尼诺夫》等中文版音乐剧，“华

人梦想”推出了“百老汇欲望三部曲”《谋杀歌

谣》《疯狂花店》和《爱与谋杀的绅士指南》的中

文版音乐剧。然而，在演出类型多样、观众艺术

视野拓宽的同时，本土原创音乐剧创作逐渐暴

露出的问题也引发了业内的思考。特别是在与

国外优秀剧目演出的对比中，尽管我们已经具

有了舞台演出较高的科技含量和较为优越的场

地优势，但本土音乐剧在演员、导演、制作等“硬

核”方面所需要的借鉴、学习和专业提升，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演员：基本功练习不可或缺
演员作为舞台上的“灵魂”人物，无时无刻不

凸显着其本人的艺术造诣与专业能力。而音乐

剧对演员的要求更加苛刻，不仅要求演唱、舞蹈、

表演等专业能力缺一不可，还要具备同时将这三

种艺术门类有机地融合在角色之中的能力。严

格地说，音乐剧演员应当是舞台表演艺术门类中

的“全能选手”。作为一名音乐剧演员，首先要解

决的是演唱技能和肢体自由表达的问题，既能够

灵活地驾驭各种角色的音色、音域，同时能兼顾

在强烈的舞蹈动作中可以不受气息影响自如地

演唱。这些最基本的要求要基于每天不间断的

训练。例如音乐剧《猫》中一对小偷猫搭档的片

段，就是典型的又跳又唱，并且在最后一段高潮

部分音乐转调升高、舞蹈动作幅度加大。驾驭这

一对角色，对演员专业素质、专业能力的要求非

常之高。他们需要有扎实的舞蹈基本功，还要有

在高强度的舞蹈动作中保持气息平稳轻松、诙谐

的演唱能力。在世界各国曾经演出过这对角色

的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训练方式。他们要么在

排练厅制造障碍上下跳跃、翻滚锻炼自己的控制

能力，要么在公园跑步的过程中边跑边唱；有些

则是多次反复地训练演出片段，以求达到演出的

完美呈现。即便是偏重于演唱的音乐剧《歌剧魅

影》中的女主演克里斯汀，在剧中前两场戏里，也

是要同芭蕾舞群众演员们一起穿上足尖鞋，从作

为群众演员中脱颖而出的主要角色的人物设定

开始。

不断地打磨自己的艺术技能、提高自己弱项

的表现能力是音乐剧演员日常的基础训练。然

而，目前国内的一些音乐剧作品，虽然演员的声

音基础很好，但是“不加控制的激情”“声嘶力竭

的吼叫”“炫技的高音”“不在人物之中的凹造型”

等无节制、无分寸感的表演在舞台上比比皆是。

演员陶醉在“自我”的世界中，而非让角色真正地

“活”在舞台上。似乎所有音乐剧的表演就应该

在这同一种“音乐剧范儿”的模式中。从在学习

期间就开始翻排、模仿经典音乐剧的片段或全剧

中的一个角色作为自己的经验成果，导致如今中

国音乐剧演员们的创作角色仅限于“拷贝”，希望

演主角的欲望远远大于刻苦训练基本专业能力

的动力，以至平时并没有给自己各项专业能力的

再提高与在各种角色的驾驭能力上留出时间雕

琢，最终展现在音乐剧舞台上的就是，一群只知道

在舞台上炫耀自己的演员。正所谓“一日练，一

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中国的音乐剧演员无论

从专业能力、文化知识，还是职业操守、艺术理想

等方面的素质素养都需要不断提高。戒骄戒躁、

踏踏实实地将基本功训练好，才能更加有效地帮

助自己完成音乐剧舞台上人物角色的塑造。

导演：应具备综合的专业能力
导演位于舞台艺术创作的核心地位，不仅是

艺术风格的创造者、排练演出的指挥者，更是文

本的诠释者与演员的培育者。人生阅历、艺术修

养、审美积淀、文化视野会直接反映出导演的舞

台艺术气质，音乐剧的舞台创作更是对导演涉猎

艺术门类的广泛性、专业性、综合性，以及结构、

掌控能力的直观考验。一台优秀音乐剧作品的

完美呈现归功于主创人员的精诚配合，更体现出

导演对各艺术门类融会贯通的技术技巧与专业

技术的掌控能力。国际常规的音乐剧一度创作

多为作曲、编剧将音乐总谱、文本创作完毕之后

交于导演进行二度创作；或导演前期就参与一度

创作，并按照二度呈现重新解构音乐、剧本以及

编舞的设计方案；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作曲家或导

演来兼任完成剧本撰写的案头工作。前者需要

作曲、编剧具备创作音乐剧的结构能力与经验，

而后两者则考验导演或作曲的综合能力与艺术

素养。

时下，我国具备原创音乐剧综合结构能力的

作曲、编剧人才少之又少，更没有将舞蹈作为音

乐剧结构中的重要艺术元素合理融合且起到叙

事作用的能力。于是这个融合各艺术门类的重担

便更多地落在了导演的肩上。因为最终观众欣赏

到的并不是音乐总谱或剧本，而是作为综合艺术

表现形式呈现在舞台上的音乐剧。音乐剧一度创

作中导演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音乐结构、编舞结

构、戏剧结构的有机结合等方面，撰写导演阐述

和创作出最终以舞台呈现预案为基础的导演文

本。在前期的案头工作中，导演的综合能力与艺

术审美格调决定了原创音乐剧最终呈现的成功

与否，整体的构想、创作思路、结构规划合理与否

也会影响舞台呈现的最终走向。音乐剧的特殊性

也迫使导演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要频繁接触音

乐总谱或钢琴排练谱，没有过多台词的音乐剧会

将音乐总谱作为二度创作的“文本”。创作、排练、

演出过程当中演员的调度、舞台布景的迁换、灯

光的变化、音响的配合都会定在音乐曲谱上的某

一小节的第几拍上来启动或完成。所以对音乐专

业技术知识的掌握与音乐素养的积淀成为音乐

剧导演的必修课，也是音乐剧剧组全体演职人员

所需要掌握的技能。如今不少国内的音乐剧创作

存在的不仅是部分演职人员对于音乐的专业性

了解不够的问题，而是导演的综合专业能力不均

衡，音乐剧结构方式的表面化、片面化亟待改变

的问题。这其中，学习、借鉴国外优秀音乐剧作

品，不假思索、没有总结经验地“拿来就用”的现

象，更要为从业者敲响警钟。

在音乐剧演员的培养上，导演

所起到的作用和担负的责任也不容

小觑。演员通过唱段、肢体、台词和

表演将作品中的角色展现在舞台

上，而这一过程是演员自己无法亲

眼看到的。这时导演的作用是发现

问题并指导演员往剧本需要的角色

塑造上靠拢，从而达到导演所追求

的艺术效果。无论阐释美学、再现

美学，还是戏剧美学，艺术舞台上最

重要的是作品传递给观众的现实意

义、思考、领悟与感动，而并非演员

的个人技术技巧展示。集天赋与个

人魅力且有表演欲望的演员固然难得，但如何让

演员与作品中的人物相吻合，这是导演需要帮助

演员完成的角色塑造过程。纵容演员在音乐剧

舞台上肆意的“胡来”就是导演的无为。这不仅

仅使音乐剧作品艺术水准降低，更是对演员舞台

艺术生涯的误导。发现演员个人的优点，引导演

员往正确的创作方向前行之前，导演要熟悉音乐

剧的创作规律并且制定演员的训练方式。排练

过程中每天制定声乐、形体的训练计划，使演员

在提高专业技能的

同时，接近剧目创作

的艺术风格；根据作

品艺术风格确立全

剧的演唱风格、发声

方法，严格要求演员

统一执行；演唱、形

体、表演三者之间如

何不生硬地衔接与

转变，需要引导与训

练演员。解决以上

基本问题之后才是

如何在音乐剧舞台

上体现人物的塑造

以及剧本意义的传

达。演员是经过在

排练和舞台上的艺

术实践逐步成长起来的，通过创作、排练、演出的

过程培养中国音乐剧舞台艺术人才，已经成为当

今音乐剧界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导演对演员的

影响与培养，以及艺术上的坚守与专业上的严格

要求应是永无止境的。

制作人：专业格局与审美眼光
音乐剧商业演出的成功少不了主创团队、演

员的完美呈现，更离不开制作人的缜密策划。一

台音乐剧作品的创作及艺术水准由导演负责，而

监督和推进这个项目并且将其良性运作，就是制

作人的工作和责任。从制定预算、解决与分配制

作资金到组建主创团队以及演职成员，从监督项

目的宣传、推广与制作到制定演出计划以及首演

后的剧目运营，制作人要负责的是所有财务和组

织剧组相关的一切工作，并需要从头到尾参与整

个项目，承担起剧目整合的全部责任。优秀的音

乐剧制作人应对将要制作的作品非常了解、充满

投入的热情，同时能够冷静地将艺术与营销相互

观照并融合。当今的演出市场已经不是过去“酒

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优秀的音乐剧舞台艺术

作品如果想更好地推广和运营下去，就迫切需要

以制作人为核心的策划、宣传、推广、营销团队。

如果制作团队与导演团队的合作相辅相成且共

同发力，那么剧目制作的成功系数会非常之高。

在艺术上尊重导演的艺术标准和职业准则，在营

销上遵守制作人的工作安排与运作计划，制作人

与导演之间更像是“打”不散的搭档关系。

国际成功案例的商业运作音乐剧项目团队

多为相互配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为作品添砖加

瓦。就连在剧场售卖衍生产品的销售人员都会

自豪地跟你说：“买本说明书吧，如果你现在不

买，我保证你看完这台戏之后还会来找我。”而这

一切成功的背后是制作人与导演在各自专业领

域的无数次碰撞。导演的一个艺术实践想法可

能就要花掉一大笔制作费用，此时，创作与制作

的取舍、艺术与营销的权衡更多的决定权就由制

作人来承担。这就要求制作人不但要熟练策划、

宣传、制作、推广、营销等工作环节，更要在理解

艺术创作的前提下严格的管理预算。做到既不

失艺术审美标准又能有效控制制作成本。

当前我国原创音乐剧的制作虽然逐步走向

正轨，但在常态化驻场演出方面还没有更多的突

破，舞台制作上也多表现出为控制成本导致舞台

呈现的低廉、艺术水准的降低等现象。同时，急

于收回成本的高票价也会让观众对原创音乐剧

失去信心，从而把大量的观众推到了海外引进原

版音乐剧的一边。可以说，若要解决原创音乐剧

在选题、制作标准、营销模式等方面出现的棘手

问题，制作人的专业介入和作用发挥就显得格外

重要。既要最大限度地让观众走进本土原创音

乐剧的剧场，又要不失艺术水准地把本土的演出

质量向纵深推进，使本土原创音乐剧真正成为市

场的宠儿，音乐剧制作人的专业格局和审美眼光

决定了剧目未来的命运。

一台音乐剧的制作、创作、演出就像是数学

题，每一台音乐剧作品都有一套适合它的“数理

公式”。在“解题”过程中，艺术水准与制作标准

一旦得不到平衡，运作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会

不断凸显，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真诚希

望未来十年，本土原创音乐剧能够稳步向前，与

国际接轨，与专业对接，制作、创作出真正为观众

喜爱的优秀原创音乐剧作品，走出国门面向世界

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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