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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光：青年作家，
著有《港漂记忆拼图》

《天海小卷》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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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视野
带着艺术养料环游世界的“吟

游诗人”

吟 光：作为《娜塔莎、皮埃尔和 1812 年的
大彗星》（以下简称《大彗星》）的主演之一，你的
感受是怎样的？听说你很喜欢中国文化，在这里
你找到灵感了吗？

库珀·戈丁（以下简称库珀）：艺术是我的养
料，我很幸运能带着它环游世界。我非常热爱中
国文化。我在纽约居住，我家旁边有一条非常大
的唐人街。我和家人常常去在唐人街的曲棍球
场，那是我成长的地方。所以当我来到上海，一切
都感觉很熟悉。前几天我在上海兜风，出租车司
机是个36岁的男人，他用英语问我：生命的秘密
是什么？我说，连接。连接、分享、体验，这就是一
切。

吟 光：中世纪“吟游诗人”曾带着音乐和歌
声周游世界，收集和传唱故事。我感兴趣当代跨
文化艺术家的生存语境，也在收集关于“讲故事
的人”的故事。你会不会觉得带着艺术旅行，像是
当代“吟游诗人”？

库 珀：那正是我钟爱的。这个理念是如此
浪漫，一个流浪的人来到一个小镇，讲述一个故
事，再收集更多故事。我想到了莎士比亚，这个伟
大的故事搜集者。他了解欧洲每个角落的故事，
用自己的方式诉说，这正是讲故事的人的使命。
但搜集故事、叙述故事是无法独自完成的，这让
艺术家必须走出自我。这是我们生来要做的事
情，也是我们感觉最有归属、最为满足的时刻。

吟 光：太浪漫了。这也是我所想象的关于
讲故事者的故事。《大彗星》第一次漂洋过海来到
中国演出，你觉得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库 珀：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我怀抱了七年
的梦想，但它对中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中国，
《剧院魅影》《怪物史莱克》《音乐之声》和《妈妈咪
呀！》家喻户晓。这些我都曾参与过，它们很迷人。
但《大彗星》有俄罗斯的旋律，有纽约嘻哈的节
奏，还有欧洲古典音乐的和声。某种意义上，代表
了音乐剧叙事的新高度，这都得益于戴夫·马洛
伊这位作曲家的创造。

吟 光：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电音。《大彗
星》将俄罗斯民间音乐、独立摇滚乐、电子舞曲、
古典歌剧等不同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在展示多
元性、先锋性时，也保持了和谐与平衡，这对创作
者的艺术能力要求极高。好的人物塑造需要立
体，这部作品从文学经典《战争与和平》改编而
来，有一定优势，《剧院魅影》也是如此。你怎么看
待这个问题？

库 珀：《剧院魅影》契合了每个观众内心都
会有的共鸣：如果展露真我，可能没有人会爱我。
每个人都渴望爱与被爱，即使是那个被标记为坏
人的幽灵。但《剧院魅影》的故事并不复杂。作为观
众，你认为《大彗星》的叙事复杂吗？你怎样解读？

吟 光：中国观众特别在意剧情，目前对于剧
情的评价众说纷纭。我感觉，音乐剧是有关娜塔莎
的故事，但叙事带入的是皮埃尔的视角，他既是旁
观者，也是讲述者和书写者，让人想到俄罗斯文学
传统中的“多余人”。皮埃尔的觉醒点题“大彗星”，
带着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音乐剧最后一首歌体
现出原著中的俄罗斯宗教情怀，那种芸芸众生的
悲悯和精神性的思索，配合音乐和舞美加强了气
势，带领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升华到更高的层次。
它让我看到创作者真正想表达的超越性。

库 珀：结局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取决
于你怎么理解。一切都不确切，全凭观众自己决
定。这正是我认为最好的艺术之所在。我只是重
述了作家的话，但未知带来的魔力是生活中的奇
迹。我可能表演过20次这场戏，没人知道我下一
步会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发现它，
这就是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长时间从
事这份职业，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兴奋的地方。

一场具有当下性的音乐剧实验

吟 光：我看到你不仅在自己的曲目里尽情
投入，更印象深刻的是舞台旁边设置了男主角皮
埃尔的书房，你一直在舞台上旁观演员来来回回
的宿命人生，并且参与乐队的演奏，时而键盘、时
而提琴、时而敲击，挥洒着满溢的才华。有时候我
觉得皮埃尔就是你，或者说，因为你的艺术能力
造就了他。当然据我所知，本剧作者也曾亲自扮
演过这一角色，创作初衷就有着明显的作家自我
代入感，正如托尔斯泰在原著中一样。就你曾经
接触过的音乐剧作品，会觉得自己与哪个角色最

贴近吗？
库 珀：斯蒂芬·桑德海姆的《理发师陶德》

《魔法森林》《星期日与乔治共度公园时光》《小夜
曲》。他是美国音乐剧领域最重要的两位作曲家
之一，《星期日与乔治共度公园时光》让我渴望投
身音乐剧，讲述一位艺术家无法平衡他的艺术与
人际关系的故事，我也一样。另有作曲家杰森·罗
伯特·布朗创作的《廊桥遗梦》，既是一本书，也是
一部电影和音乐剧。如果有机会听到音乐剧的曲
目，你将会听到一个歌手的梦境。

《大彗星》带观众踏上旅程，邀请中国观众进
入音乐剧的新阶段。这是当下的、重要的、复杂而
有意义的实验。我看到了观众席上三岁孩子的反
应，我也看到成年人在哭泣。孩子们举起皮埃尔
的画像，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了连接。

吟 光：或许你可以走得更远，去更多国家
和地方。

库 珀：一个美国人如何能读懂一本俄罗斯
人的书，然后创作出一部能在中国产生共鸣、被
理解和聆听的音乐剧？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旅行
的说书人收集故事，然后我将它带到另一个城
市，这就是艺术的普遍性。它超越了国界，甚至超
越了地球。

探索中外合制音乐剧的可能性

吟 光：作为《大彗星》项目总制作人，能否
简单介绍一下，上海大剧院在中国音乐剧发展的
历程中，曾起过哪些作用？

宋 扬：2002年，上海大剧院最早把西区原
版《悲惨世界》引进到中国。这是中国音乐剧界的
开创性举动。在那之前，几乎没有看到过原版音
乐剧在中国演出。随后几年中更多知名音乐剧相
继引进，如2003年《猫》有53场，2004、2005年
原版《剧院魅影》100场的跨年档期，2006年《狮
子王》也演了100场的暑期档，2007年《妈妈咪
呀！》，2008年《发胶星梦》，2009年迪士尼的《歌
舞青春》等。一路走来，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黄
金年代所生产出来的剧目，中国的观众都能看
到。后来，专业的音乐剧场出来之后，我们引进德
国、法国的音乐剧，上海观众眼界进一步打开；
《芝加哥》《阿依达》等一些巡演音乐剧来到中国，
大家陆陆续续把代表性的音乐剧作品都看过了。

吟 光：那时候引进剧目，是面向上海观众

还是整个中国的观众？
宋 扬：当年只在上海演。无法想象，在一个

城市花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装台，一个周末就
演完了。无论从技术层面、市场接受度还是经济
考虑，当时的条件都不支持巡演。随着时间推移
和海外巡演需求的增加，许多其他城市也希望举
办演出，因此出现了音乐剧的巡演版。巡演版更加
灵活精巧，但没有原版那样恢宏和完整。比如《剧
院魅影》当年的吊灯是自由落体垂下来，观众看到
会真的害怕。而现在，吊灯有了控制机制，重量也
不一样。还有一些场景的处理，做了精巧的改变，
可以更好地呈现故事，也更经济。相当于当年是
驻场版，而且驻场在那个年代只能发生在上海。

吟 光：从音乐剧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的历
程来看，《大彗星》这部剧有何特殊之处？它的沉浸
式表演和跨国主创团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
音乐剧行业里，这与其他剧目相比有什么特别？

宋 扬：做《大彗星》的初心，是希望让中国
观众看到最近10年国外市场新生产出来的优质
音乐剧。上海大剧院所提出的“引进、汉化、原创”
三步走是中国音乐剧行业的共识。当年我们把音
乐剧IP培养成熟，由国内其他团队接手，继续介
绍给观众。上海大剧院的使命担当是需要建立行
业模式的同时，再给大家看一些新东西。《大彗
星》是百老汇第一次实现观众坐在舞台上的沉浸
式剧场，从音乐和表现形式上，都是创新的先锋。
角色自述性的台词，也是编剧为了实验如何把原
著小说搬上舞台。在中国，我们针对性增加了观
众受邀上台，也有角色扮演，还有NPC管家解释
剧情，增加沉浸感。总之，这次《大彗星》努力尝试
一种新的标准：触达百老汇核心版权，选拔中方
创制人才，面向世界组建班底，加强中外交流互
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彗星》是一次机遇与挑
战，能够促进中国本土音乐剧的转型探索。

依托文学经典，音乐剧成功改
编可能性更大

吟 光：这部剧改编自世界名著《战争与和
平》，大剧院创制中心之前创制的《卡拉马佐夫兄
弟》也是如此，这是否代表了创作导向上的考量？
当前，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文学与其他媒介的融合
和创新性转化，文学需要以新的方式传播给大
众，您怎么看待这种结合？

宋 扬：中国观众对俄罗斯文学还是有情怀
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引进韩国主创的剧本和
音乐，拿回中国制作中文版，是市场反馈非常成
功的商业作品。我们在做原创音乐剧的过程中意
识到了一些问题，其实原创非常难，世界上最成
功的音乐剧或者舞台作品，大都基于文学作品。
因为作家已经事先把故事的内核、故事的逻辑、
人物的塑造都做好了，它是经过考验的，如果改
成舞台作品，改的是表现手法，不要求编剧重新
挖掘讲好故事的逻辑闭环，所以基于现有小说改
编的成功率更高。

吟 光：《大彗星》成为第一个大规模由中方
主导的合制成果，在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也是
很有意义的节点。合制音乐剧成为新的发展方
向，使得作品更加贴近中国观众的文化背景和市
场需求，也能结合中外创作资源和优势，共同创
作适合国际市场的优秀作品。这一模式什么时候
开始发生？

宋 扬：最早是韩国制作的《伊丽莎白》，当
时发现甚至比原版引进的更热卖，因为它的韩国
制作更符合亚洲人的审美。每部音乐剧的版权是
不一样的，比如《剧院魅影》《狮子王》和《悲惨世
界》必须是全版权，它的呈现必须是灯光、舞美、
服装全世界都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巡演版和驻场
版，就算做了中文版或者外文版，也只是改个词，
其他不可以改。但是像德国的一些音乐剧可以接
受只进行剧本和音乐版权授权。

吟 光：《大彗星》在中国顺利演出以后，也
体现出行业视野和工作方式的进步。在音乐剧领
域，中方跟外方合作模式是否会有所变化？

宋 扬：变化很大，这一次《大彗星》的合作
相当于中方在主导。涉及外方的仅仅是剧本和音
乐的版权引进；而如何呈现这部作品，导演由我
们自己聘任，音乐总监是当年的原班百老汇主
创，舞美设计是韩国顶级的团队，音响设计是加
拿大人，服装和灯光设计是上海团队。在排练过
程中，建组之前，国际团队就已经开始一起工作
了，比如纽约的导演需要跟韩国的编舞每天开
会，技术总监又是上海的，需要把场地空间结构
的每个参数都尽可能准确地给主创，以便他们创
作。百老汇剧场的沉浸式跟我们的沉浸式不一
样，因为物理条件、剧场尺寸、观众座席的角度、
视线都不一样，所以只能根据上海场地的条件重
新设计。在音乐剧制作方面，过去没有这种来自

中方的深度主导。

“中国本土音乐剧如何变好，是
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吟 光：我有注意到，这部剧的制作班底里
“00后”和准“00后”撑起了半壁江山。作为其中
一员，这次参演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玉婷：这次百老汇制作班底来到中国，我
想知道，作为中方演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和承担
怎样的角色，也想亲身了解百老汇的运转模式。
初试时，我试镜了女主角娜塔莎，后来，添加了索
尼娅的角色。对我来说，每一首歌都是新的学习，
也是巨大的挑战。这几年的沉淀和体验让我成
长，也更加重视英语学习和锻炼，为未来参与中
外合作积累经验。

吟 光：我觉得你的表演非常出彩，独唱部
分展现了角色动人的一面，而且也很契合当前中
国的女性价值观：清醒，主动，敢作敢当。通过这
次经历，你能感受到中外演员不同的工作节奏和
氛围吗？

陈玉婷：合作下来，对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感
触很深。在创作本土音乐剧作品时，我们会投入
很多的精力、人力、物力，不计成本创作一件艺术
品。与国外演员交流会发现，他们非常追求效率，
在同等的时间里要创造更多价值。比如，我们通
常提前三小时到达剧场化妆，做造型、头发、换装
和准备，而他们只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20多人
大剧组的所有妆造。这反映出观念上的差异，也
反映中国音乐剧面临的现状：大家都在摸着石头
过河。近年来，《声入人心》这样的综艺让音乐剧
快速达到较高的观众接受度，但是发展水平和消
费能力尚未达到相应水准，资金进入音乐剧行业
后，如何让整个团队高效、规模化、细致化地运作
起来，都是发展中会遇到的问题。在《大彗星》这
样的大体量作品中，才能看到这些更深层次的问
题。小型作品可能模糊掉某些问题，但在大制作
中，许多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是宝贵的学习
过程。

吟 光：坚持留在行业并取得一席之地并不
容易，不仅要有能力，而且要有担当。与上一代
比，你觉得创作方法或艺术观有变化吗？

陈玉婷：从国内来看，上一代演员和我们这
一代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都是在新兴环境里学
习和调整。当《大彗星》团队，特别是像库珀和卡
耶这样的资深艺术家加入后，我发现他们永远对
任何事情保持好奇心，这对演员而言是很重要的
能力，会让心态实时更新，不会因为年龄老去而
成为一个落后时代的人，相反会用自己强大的内
心和丰富的经验，还有捕获事情的状态去包容遇
到的一切。和他们交流很愉快，受到了艺术滋养。

吟 光：我与库珀的交谈中，能强烈感受到
他对艺术的热爱。不会感到疲倦，反而从中获得
快乐和满足，这正是理想的艺术家形象。

陈玉婷：他们在较大的年龄状态仍能保持舞
台上的活跃，这表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能很好地
契合，达成和谐的运转方式，然后又能滋养自己、
给予能量，让人对舞台永远保持热爱。几十场演
出下来，他们总能在当中找到乐趣。虽然每场流
程是一样的，但是当中的呼吸气口，他们会用不
同的状态去说同一句话，或在同一首歌找不一样
的感受，可能拖几拍、抢几拍或者拉长，在不影响
别人的情况下，创造舞台上的新鲜感。

吟 光：这经历听起来就像一堂课。或许因
为音乐剧作为舶来品，在中国本土的成长需要一
些时间。行业在成长，青年演员的个人成长也伴
随着中国音乐剧成长和变化，作为新一代音乐剧
从业者，不同代际的人才培养有什么差异吗？

陈玉婷：我们这一代音乐剧演员赶在一个红
利期，得益于前辈们多年奋斗创造的环境。在他
们的奋斗下，中国音乐剧已经变多了；但如何变
好，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音乐剧的教育和制作
需要系统化学习，不能简单照搬国外体系，因为
不同国家的情况和人的身体构造、思想、文化有
太多差异需要不断试错。就像这次演出的交流碰
撞，产生出新的东西。中国本土的音乐剧正处在
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勇
于讨论和面对问题。我对音乐剧行业持乐观态
度，未来哪怕人工智能发展，但它不会影响到戏
剧，人们对心灵的能量需求可能会更大。怎样让
中国音乐剧变好、走向世界，这是我的愿望，也是
一直在思考的事情。青年演员需要思考、观察和
不断学习，在《大彗星》历程中，我就像一个巨大
的海绵，不断地吸水，然后被撕碎，再拼在一起继
续吸水。

宋扬：上海西岸
大剧院总经理，《大彗
星》项目总制作人

陈玉婷：《大彗星》
主演，音乐剧《罗密欧与
朱丽叶》中文版女主角

根据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改编而来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

上海首轮驻场演出刚刚落幕。这部作品在探索实验性叙事、大胆跳脱的音乐风格、中外合

作创制模式、沉浸式舞台效果等方面，为中国本土原创音乐剧的探索转型提供了有益启

示。为此，青年作家吟光与该剧制作人、演员等，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编 者

库珀·戈丁：演员、歌
手、作曲家，《大彗星》及百
老汇版《剧院魅影》男主演

音乐剧《娜塔
莎、皮埃尔和 1812
年的大彗星》改编
自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第
二部第五章，2016
年在百老汇首演，
荣 获“ 托 尼 奖 ”。
该剧 2023 年引进
国内，由中方主导
的制作班底进行
重新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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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二期目录

文学新浙派
致敬、传承、确认与未来——“文学新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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