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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开辟广阔艺术空间
□周映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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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音乐剧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据

统计，仅2023年以来，新创及复排的音乐剧剧目已逾

百部。显然，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细心维护、耐心开拓，

中国音乐剧已经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从中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来自音乐剧市场主体的创作主体、表演主

体、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和监管主体的通力合作，而音

乐剧人的创造性劳动以及都市观众群体对音乐剧的热

情，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有持续保持足够

的清醒，整合各种主体力量，为创作出真正的艺术精品

提供空间，才能用优秀的音乐剧作品更好地服务人民，

回应时代的要求。

回顾音乐剧近年来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不

少演艺院团在积极整合原有的歌舞、曲艺与话剧领域

的人力资源进行音乐剧创排。这不仅使得原创音乐剧

数量大幅增加，而且使得音乐剧作品呈现出多元化特

点。比如，有的剧目凸显出表演者优秀的舞蹈能力，也

有的剧目因为戏曲演员的加入，使作品具有了鲜明的

戏曲味道，等等。音乐剧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在此得到了

充分体现。一些来自不同舞台背景的演员，因为这种包

容性而逐渐成长为音乐剧“明星”和“票房保证”，这在

以前都是很难想象的。

音乐剧（MUSICAL）作为20世纪在欧美国家逐渐

发展并成熟起来的戏剧形式，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

一些演出团队与作品陆续进入中国演出市场，在“北上

广”几个大城市引起了观众的关注与兴趣。虽然在搬演

西方经典音乐剧的同时，国内艺术院团也开始了中国

本土音乐剧的创作实践，但因为公演的作品少，普及度

有限，人们常将音乐剧视为与歌剧相似的所谓“高雅艺

术”，或是“中国戏曲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在相当长时

间内，我们其实对音乐剧的属性，或者说音乐剧的“质

的规定性”的认识存在着不小的局限，这自然会影响到

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事实上，只有对音乐剧的属性有

透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音乐剧的本土化实践，

才可能用音乐剧讲好中国故事。而讲好中国故事正是

音乐剧进行本土化实践要达到的目标，本土化实践又

促成了中国故事在音乐剧中的表达。由此，我们才拥有

了真正属于中国音乐剧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坚持本土化过程中音乐剧美学品质的提升

中国有着悠久的歌舞叙事传统，它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中国音乐剧的生成与发展。音乐剧的民族化、本土

化，无疑是原创音乐剧发展的根本途径。音乐剧进入中

国，中国的戏曲界、歌舞界虽然对它表示出浓厚的兴

趣，但对其所具有的独特美学要求却没能给予充分重

视。应该看到，中国的歌舞传统，一方面为中国音乐剧

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一方面也对音乐剧本土化过程

中完善自身的美学品质增加了难度。其突出的表现是，

在音乐剧舞台上，经常出现两种戏剧样式直接叠加的

现象，一些音乐剧在宣传时甚至直接冠名为“音乐话

剧”“戏曲音乐剧”等。截至20世纪末，我国的音乐剧创

作明确打出“音乐剧”旗号的只有《山里的游戏》《鹰》

《秧歌浪漫曲》《四毛英雄传》《白莲》《未来组合》《天使

不夜城》等少数剧目。显然，只有在尊重、遵循音乐剧本

身的美学属性前提下，创新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

21世纪以降，北京舞蹈学院首先出现了中国音乐

剧的专业本科教育，私营文化演艺公司也开始积极推

动中外音乐剧作品走入演出市场，音乐剧由民间行为

逐渐转向专业化、优质化的创作实践。接受音乐剧专业

教育的大学生开始进入演出市场，与此同时，“明星效

应”逐渐显现，一批青年演员与幕后制作者成为音乐剧

行业的中坚力量，音乐剧创作者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

积极探索其主题立意、叙事语汇等编创手法，重视艺术

观念的现代性与当代性表达，逐渐推出了一批如《钢的

琴》《大钊先生》《锦绣过云楼》《在远方》《报童》《绽放》

等优秀的富有时代特点的音乐剧作品。回望中国音乐

剧的发展之路，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品的专业化特

点，即它们是中国的音乐剧，是新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

音乐剧。

在跨界与整合中前行

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音乐剧作品呈现出明显

的“跨界”“借鉴”的风格。形成这些现象最重要的原因

是，音乐剧创作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技术”积累与艺术

实践来自歌剧、舞剧或者戏曲，像《日出》《五姑娘》《赤

道雨》《中国蝴蝶》《冰山上的来客》等，有些作品甚至直

接从别的舞台形式移植过来，然后根据剧情需要加上

了必要的音乐或舞蹈，以此强化其音乐剧属性。批评家

们注意到，这些作品更多表现出民族歌剧的气质，因为

其歌词风格、音乐创作与表演形式与民族歌剧缺少必

要的“边界感”，而演员所使用的民歌唱法或者美声唱

法也与歌剧没有明显区别，这就使得这类音乐剧形式

较难树立自身独有的气质。当然，音乐剧允许跨界甚至

鼓励跨界，而且这种跨界也是音乐剧本土化过程中的

重要实践环节。但如何在跨界中成就独属于自己的艺

术形式，完成自身使命，显然是个难题。

2010年之后，随着音乐剧专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与

高频高效的国际文化交流，音乐剧专业人才慢慢积累

了一定的规模群体，对音乐剧艺术的研究与实践逐渐

深入。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作品，如根据小

说改编的《大红灯笼》，颂咏历史人物的《锦绣过云楼》

《元培校长》《火花》等，这些作品对前期的音乐剧创作

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继承了传统戏剧的清风正气，但又

勇于创新，富有现代感。而像《顶头锤》《犹太人在上海》

《当爱已成往事》等作品的出现，则让我们看到了流行

音乐叙事在音乐剧中的巨大潜力。音乐剧作品多元化

态势明显，最重要的是，音乐剧专业群体的创作视野迅

速拓展与提升，自觉实现了对音乐剧质的规定性的文

体构建，其叙事风格与叙事节奏在借鉴西方音乐剧艺

术的基础上，很好地展现出了中国音乐剧独特的审美

范式，这是中国音乐剧跨界融合的进步。

21世纪第三个10年伊始，各领域的文艺创作繁荣

发展，同时伴随着线上播映走向成熟，原创音乐剧的制

作与传播也获得了新思路。根据网络数据抓取与各级

文化部门的艺术基金公示，近三年来，中国音乐剧公演

的剧目平均每年在80到100部之间，2023年公演的中

国音乐剧作品达102部之多，其中原创首演32部，国外

引进首演14部，复排复演56部（含国外引进复排22

部）。这为我们透视音乐剧本土化发展与建设，提供了

充足的案例。

艺术类型的开拓与艺术追求的提升

近年来，中国音乐剧在主题选择、风格定位、创作

技法等方面，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弘扬主旋

律的主题创作作品，因为资金投入较大，它的制作相对

精致，但对艺术空间的探索较为谨慎；二是以经济收益

为目的的商业性作品，这些作品视资金投入多寡而调

整制作体量，当投入较大时，其对艺术空间的开拓便较

为执着。众所周知，在戏剧作品的类型划分上，以内容

分类可划分为悲剧、喜剧、正剧，按作品所写的题材可

分为历史剧、儿童剧、现代剧、社会剧等，按流派可划分

为象征主义戏剧、存在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等等。但

迄今为止，探讨中国音乐剧艺术样式、类型的划分却没

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亦是中国音乐

剧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关

于音乐剧的艺术批评，多停留在较浅层次。

商业性作品惯于迎合都市大众审美心理及城市消

费需求。据调查，中国音乐剧的受众多以年轻人为主，

这部分人群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经济消费能力。依据市

场导向而创制的音乐剧，凸显了其大众化、娱乐化的本

质属性，满足了大众对直白轻松的娱乐性与趣味性的

追求。这类型的主要题材有：影视改编类，如《灵魂摆渡

之永生》《隐秘的角落》等；文学作品改编类，如《画皮》

《家》等；悬疑类，如《嫌疑人X的献身》《猎罪图鉴》等。

不可否认，商业性音乐剧作品在叙事风格、歌舞演绎、

舞台设计等方面敢于大胆创新，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

业化尝试，作品同质化倾向也较为严重，要想不落窠

臼，则需要主创们日益精进艺术观念与审美素养。相较

而言，近年来弘扬主旋律的音乐剧作品在叙事方式与

舞台呈现方面开辟了更多可能性。此类题材音乐剧已

占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半壁江山，它们主要取材于革命

事件、历史人物、英雄道德楷模事迹等凝聚爱国主义理

想与进步思潮的现实题材。这些作品将个体成长融入

时代记忆，展现家国情怀、弘扬时代精神、回应当代社

会主流价值观。如近年来上演的《解忧公主》《忠诚》《红

梅花开》《理想之城》等作品，创作者进行了富有时代气

质的艺术设计，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敏锐的时代

感知，在艺术表达与市场认可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凭借

其优秀的艺术品质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市场。

开辟新篇章，回应时代要求

在科技发达、舞台技术快速更新的时代，内容创作

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升级了，否则极容易突出新

科技与旧观念、新技术与旧内容的反差。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能否实现更真实生动的人物

刻画、更丰富多彩的情节设置、更新颖的结构意识，将

从根本上决定一部音乐剧的艺术价值。

作为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音乐剧在内容、形

式、技术等诸方面，都需要开辟新篇章。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优秀作

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

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

天。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

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比如连续演出多年的音乐剧《大钊先生》《绽放》等

作品，在综合创新方面，进行了极富启示性的实践：一

些观众在走进剧场之前，可能认为这些作品的主人公

将会站在道德、文化、历史制高点上对观众进行训诫，

走进剧情才发现，主人公是在和观众进行对话、交流，

是用歌舞的形式与观众谈心。走出剧场时，观众已经深

深理解了主人公的行为动机，认同了主人公的理想，并

因此可能对自己在当代语境中的“知”与“行”进行有意

义的省思。一种深沉的共情由此诞生，如何在新时代重

新定位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并发展出真正的家国情怀，

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命题被长久记忆。需要看到，这些作

品正是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探索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

的关系，这要求创作者必须具备宽广的艺术视野与强

大的审美能力，必须有效地把握音乐剧本土化与民族

化的关系，并依据音乐剧自身的独特美学范式在现实

中进行艺术抽象，在习以为常的观念和常规中寻找破

局的可能，开辟新时代主旋律音乐剧的新篇章。这是时

代的要求，更是中国音乐剧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音乐剧导演）

近些年，随着“国潮热”“新国风”持续兴起，汉服从

个性化的服饰体验成长为风靡全国的特色产业，“汉服

经济”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以西安、南京、洛阳为代

表的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古城，随处可见身着汉

服的游客徜徉其间，俨然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可以说，身穿汉服前往悠久历史的古城打卡旅游，感受

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都市新生活，逐渐成为当下人们日

常旅游休闲的一种流行风尚。此外，汉服也吸引了许

多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他们也身着汉服，乔装打扮一

番来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由此，面对当前热

度不减的“汉服热”现象，我们不禁要问，其根植的流量

密码是什么？

汉服是中华民族服饰的文化符号之一，凝结着华

夏儿女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传统汉服是华夏文明的典

型表征，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彰显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传统、审美趣味和伦理观念。“汉服”又称华服，

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曾记述，“中国有礼仪之

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汉服清淡平易，蕴含

着古人追求“仁、义、礼、智、信”的为人处世之道。《诗

经·秦风·无衣》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汉服文化

爱好者经常互称“同袍”，意在表明彼此相近的文化身

份认同。自古以来，汉服就承载着国人对于服饰之美的

独特想象，保存着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历史记忆，是

深入国人内心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向来尊崇自然，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

较好地体现在汉服的设计之中。其实，在世界范围来

讲，国家通过服饰系统强化与提升人们对本民族文化

的认知、对个体身份的认同，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在全

球化的今天，汉服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理想载体。汉服素以深厚的文化内涵设计与精致工艺

享誉国内外，对我国服饰文化的整体性审美发展与嬗

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的“汉服热”现象，体现了人

们对汉服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认同。

汉服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汉服热”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开启“破圈之旅”，折射中华传统文化强

大生命力，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复归。一袭

汉服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既承载着厚重的

历史与文化，又彰显着年轻一代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汉服消费者以“90 后”“00 后”青年群体为主。当代

年轻人热爱汉服，也并非小圈子的“圈地自萌”，而是与

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深沉热爱密切相关。在当代青

年的精神认知世界里，“汉服”不再有“落伍”“保守”的符号意义能指。相

反，他们将穿汉服视为一种极具创意性的个性表达，“穿汉服游古城”成

为较好的选项。可以说，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赓续，尤其当

代青年作为着装的“主力军”，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传统文化审美的回归。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青年一代，繁荣强大的祖国成为他们自

信自强自立的基石，这种缘于国家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形成的国家

自信，构成他们身着汉服时不再有以往着装汉服时的“落伍、保守”之虑。

相反，穿汉服成为青年一代自然而然的一种服饰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汉

服这一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也成为他们彰显文化自信的理

想表达方式。更进一步而言，“汉服热”意味着传统服饰寄寓的文化审美精

神得到了当代人的认可，诸如汉服彰显的含蓄和美、典雅大气、飘逸华丽，

给人们带来充盈的服饰美学享受。汉服产业作为文化与时尚的融合代表，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汉服热”催生的“汉服经济”，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

经济的增长，拉动了文化产业消费，形成了服饰、美妆、影视、动漫等行业

的共同发展。事实上，市场消费行为无疑是人们最直观的文化认同体现，

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二重性”消费特质，一方面就汉服商品消费本身，

同时也暗含着购买者对汉服文化符号意义所指的认同。近年来，国家在教

育、媒体、旅游等领域大力弘扬汉服文化，各大城市推出了“汉服文化节”

“汉服秀”等活动，为“汉服经济”发展搭建多元化平台。“着汉裳、挽云髻”

的古典风韵在各个古城复兴，这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更是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汉服

爱好者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分享汉服穿搭、摄影等汉服体验，进一步扩

大了汉服“线下”地理空间与“线上”虚拟空间的受众影响力，吸引更多人

加入汉服爱好者的行列。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汉服景点打卡、汉

服体验馆、妆造约拍推荐等话题搜索量居高不下。诸如“汉服妆造”成为

西安、南京、洛阳等城市游客不可或缺的体验项目。事实上，“汉服热”现

象，亦从一个侧面凸显了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面向。人们热衷穿

汉服、做汉服，也并非全盘复制传统汉服服饰，更多是在提取其契合当代

人审美的服饰，其间凝结了新的文化创意。“汉服热”，“热”的背后也有着

创新助力，汉服产业能够做到在继承中创新，本质上凸显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喜成果。

得益于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大力推广，“汉服热”亦充

当了宣传中华文化的魅力窗口。汉服正在大踏步地走出国门，近年来，汉

服品牌出口量增大，销往更多国家和地区；在短视频平台，我们时常会看

到中国留学生身着汉服出现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的街头，他们自信

大方地展示着汉服之美，得到大量外国友人的称赞，这也是青年一代用自

己的方式在进行着跨文化传播。无疑，“汉服热”在推动“汉服经济”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汉服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作者李有军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作者徐楠系西安市艺术
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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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中国古代服饰的外国人与中国儿童合影。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摄

本报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人

民政协成立75周年，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与中

国美术馆共同主办的“美美与共——中国民主同盟盟

员美术作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展览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迈步新时期、奋进新时代四个篇章，涵盖了中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门类，共汇集

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盟员美术作品150余件。其中既

有刘开渠、滑田友、曾竹韶、刘海粟、潘天寿、吴作人、

李苦禅、陈之佛、庞薰琹、蒋兆和、何海霞、赵望云等

名家代表作品，也有当代优秀民盟美术家，如吴为

山、范曾、陈振濂、刘万鸣等人为本次展览专门创作的

精品佳作。

展览通过历史脉络梳理，展现了民盟盟员美术家

的艺术创作道路，号召广大盟员美术家继承民盟光荣

传统，以更饱满的热情，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时代新篇

作出更大贡献。

（路斐斐）

“美美与共——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美术作品展”在京举办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文艺深一度

音乐剧《在远方》剧照

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