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人，站在好戏的延长线上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2023年12月25日 星期一

艺术青岛
9责编 张 华 李 魏 美编 郑 燕

审读 李 斌 排版 戚晓明

YISHUQINGDAO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协办

回望2023·年终盘点④

2023年，遇见一出好戏更加容易了。
观众走进剧场，不仅仅是仪式感，更有一种自带的戏剧感：

能克服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诱惑，坐在剧场里看两个小时的
戏，本身说明我们对个人文化体验有一种内在需求。这样的观
众，是这一年剧场里的最大加分项。

2023年的剧场里，变化在悄然发生。舞台上的变化，显然
是音乐剧变多了，沉浸式戏剧变多了，重量级大戏变多了……
市场优胜劣汰，沉淀了大批精品。台下的观众也变了，更加年
轻化，更加有态度，通过小红书、豆瓣等平台直抒胸臆。而且，
女性观众逐渐成为观剧的主力军，“她力量”是票房的保证。

从大剧院到小剧场，戏剧空间在城市里不断拓展，戏剧随
时随地都在发生，在观众身边唾手可得。从上海、北京到青岛，
戏剧新厂牌不断送来《南唐后主》《将进酒》等精品；从伦敦西区
到百老汇，国际戏剧团队也把重量级作品输送到中国市场。各
地观众也被吸引到上海亚洲大厦，感受当下最具时尚感的戏剧
消费。对戏剧人来说，一出戏既可以是舞台剧，也
可以变幻成剧集、电影，背着角色要走很远。对于
观众来说，一出戏不仅是当时的沉醉，更有长久的
后劲、余味，成为内心持续的供应。

岁末年终，我们采访了戏剧导
演、演员、剧院经营者和业内专家，
站在好戏的延长线上，与观众分享
一出好戏的前世今生、台前幕后。

台下的人在看戏，台上的人在看观众。
今年采访《惊梦》时，陈佩斯老爷子站在

台上的角度，盛赞中国有最好的戏剧观众：
“西方观众看剧，剧情有战马要上真的马，有
大炮要上真的炮，罗密欧跟朱丽叶谈恋爱要
搭建二层小楼，而中国观众跟戏剧之间有高
度默契。”“从大白脸曹操、黑脸包公到蓝脸窦
尔敦，观众看到这张脸，就能承认你。只要纹
饰对，就相信你是这个角色，就入戏。这种观
者的思维，全世界其他地方达不到中国观众
的程度。”

然而，戏剧人毕竟是理智的，年轻人的戏
剧变得越来越直观，不再是抽象的脸谱，而是
实景、沉浸，同时有偶像演员现场放歌。越剧

《新龙门客栈》是一个上佳范例。
观众都熟悉《新龙门客栈》的剧情，听不懂

唱词丝毫不影响理解。在实景的沙漠客栈中，

观众零距离观看金镶玉跟周淮安的暗语交锋，
现场饮品有 18元的“曹都督爱喝美式”、28元
的“镶玉姐最爱燕麦拿铁”，而 8 元的“无情馔
鲜肉包”勾起观众对电影《新龙门客栈》的联
想。英气勃勃的陈丽君赢得了百万级粉丝的
追捧——陈丽君在因病失声的场次坚持登台，
越剧团团长蔡浙飞担任配音，观众依旧掌声如
雷。多好的观众！

什么是最好的观众，可能没有一定之规。
我们大致可以通过每一代留下的戏剧作品追
想一代观众的风采。京剧《锁麟囊》留下了“春
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话剧《恋爱
的犀牛》留下了“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
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音乐剧方兴未艾，正在积淀一出出力作……

不同的戏种累计层叠，培养出一个时代的
戏剧精神。最好的观众，应该是下一代。

最好的观众记者手记

□米荆玉

一个可喜的状况是，年轻人正在涌入剧场，
尤其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大学生成为剧院的
忠实消费人群。张洁表示：“我们近几年主推的
品牌‘抓马青年戏剧节’，就是针对以大学生为
主的青年群体，以年轻人喜欢的剧目结合年轻
人喜欢的活动，打造年轻人的品牌。女性也是
观众的主体，我们在明年会全新打造‘她力量’
品牌，以她力量，讲她故事。剧目方面会选择像
林佳佳主演的《被嫌弃的松子一生》、张歆艺主
演的《我不是潘金莲》、王亚彬舞剧《海上夫人》、
中芭《红色娘子军》等有女性主题的佳作。”

重量级作品的吸引力仍然是剧迷的关注
焦点，类似话剧《惊梦》这样的顶级制作不仅是
剧院的项目，也是城市文化水准的标志。如何
拓展观众的艺术视野，需要大剧院这样一个坚
持长期主义的“艺术推广人”。从 2013 年《巴
黎圣母院》第一次来青到 2019 年《巴黎圣母
院》一票难求，可以看出“推广人”的重要性。
明年1月，韦伯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续作：真
爱永恒》将在青岛大剧院连演 11 场，“一方面
我们对于剧院13年来在青岛培养的观剧群体
和观剧氛围充满了信心，也有责任为岛城市民
引进《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这种高端原版
剧目；另一方面我们也为后面的驻场演出和打
造自制剧等内容进行一次摸底，看看长期连续
地上演同一个剧目这种方式会不会被岛城观
众接受。”

成功的剧院不只是周末观剧的首选，也是
市民平日文化生活的去处。青岛大剧院一直
秉承着“高贵不贵，文化亲民”的宗旨，打造“市
民音乐会”“周末艺术汇”“崂山艺术讲堂”等一
系列有创意、有水准、有影响的艺术普及活动
品牌。13年来，青岛大剧院共举办200余场崂
山讲堂，300余场公益演出，100余场市民音乐
会，100 余场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吸引了
大量观众走进剧场。张洁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构筑以演出运营为业务核心，覆盖艺术教
育、艺术普及推广等多业态领域的文化产业
链，积极搭建文化艺术输出平台，实现青岛大
剧院从单一场馆运营向综合性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升级转型，提升青岛大剧院的辐射影响
力，推动青岛大剧院的品牌价值不断升值。”

李倩：音乐剧时代的“能力者”

李倩可谓音乐剧领域的“能力者”。作为
歌手，她获得过“文华奖”金奖、“金钟奖”优秀
奖等重量级奖项；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音乐
剧制作人，李倩打造的《杜拉拉升职记》《致青
春》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剧中坚力量；执教于北
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的她还推出了《百老汇经
典唱段演唱教程》等学术著述。以华坪女子高
中校长张桂梅为原型的音乐剧《绽放》今年入
围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李倩作为声乐
指导深度参与了该剧的创作，她的女儿也成为
舞台上六个孩子之一，与谭维维等主演共同演
绎感人故事。

剧场造梦，舞台造星。北舞作为国内音乐
剧造星梦工厂，培养了黄轩、阿云嘎、郑云龙等
明星。2023年，音乐剧演员纷纷跨界影视剧，
表现亮眼。费翔从音乐剧《西贡小姐》跨界到
电影《封神第一部》就是绝佳例子，此外，阿云
嘎主演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郑云龙出演
的电视剧《非凡医者》、于晓璘出演的电视剧

《外婆的新世界》都可圈可点。李倩认为：“音
乐剧演员不一定成为明星，但还是需要影视和
综艺节目引出流量，让你具备成为明星的能
力。百老汇走出了很多著名演员，抓住机会就
可以在影视行业里绽放。”

大型音乐剧《绽放》在去年、今年的两轮巡
演中口碑上佳，谭维维饰演的“张桂梅”为山区
女童教育事业奉献自我的经历感人至深。“我
们去华坪县发现，张桂梅老师除了是华坪女子
高中校长之外，还是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里
面不仅有孤儿，还有一些留守儿童，张老师有
时忙到深夜，就睡在儿童之家的办公室里，孩
子们非常依恋她。”剧中，张桂梅因疾病加重需
要离开华坪远赴昆明医治，小女孩溪溪听说后
焦虑又担心，唱出了一首《害怕失去你》。“儿童

角色招募起来有难度，毕竟全国巡演时间长，
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很难放下学业。我女儿才
六岁，招募演员时发现她很合适，艺术上并不
完美，好在这个角色要求天真可爱，怎么表演
都是对的，真挚的情感让观众共情。”李倩说。

从大卡司巨制《绽放》，到国风题材《将进
酒》，再到小剧场剧《阿波罗尼亚》，音乐剧的风
格不同，唱腔也不同。既执导过音乐剧，又一
手培养了新生代音乐剧演员，李倩熟悉产业的
上下游状态。“音乐剧过快市场化，面临着优秀
男演员稀缺、原创实力不足等问题。我做音乐
剧《杜拉拉升职记》时，排练半年还觉得不够。
现在，更大阵容的音乐剧排练两个月就匆忙上
演，质量不过关的戏会让观众丧失信心。好消
息是，随着音乐剧市场升温，北京演艺集团、东
方演艺集团纷纷成立音乐剧团，音乐剧‘国家
队’将为行业注入巨大的能量。”

谭浩：听风者，探路人

入行13年，导演谭浩今年重回青岛，把他
献给父亲的先锋话剧《成人礼》搬上了市北区
文化馆的舞台。这里也是谭浩从海外归国后
的第一个话剧舞台，用一部戏呈现“多年父子
成兄弟”的父子情，也用一部戏致敬舞台事业
的起点。

8月，《成人礼》成为上海北外滩青年戏剧季
的开幕演出，11月，该剧又入选由濮存昕、阿来
等创办的大凉山国际戏剧节，获得了业内较高
赞誉。谭浩简单概括自己的2023年：这一年，做
了《成人礼》，这部戏演了13场，参加了大凉山国
际戏剧节，筹备了一部新剧《闲聊忆庄周》，将于
明年在上海宛平剧院驻场演出，同时还计划做
一部儿童剧，担纲一部新剧的作曲任务。

长期定居上海的谭浩身处当下国内舞台
剧创新的最前沿，这里汇集了“一台好戏”“缪
时客”等年轻戏剧品牌，诞生了“亚洲大厦现
象”“垂直百老汇”等具有标杆意义的剧场范
式，成就了“音乐剧三大王子”阿云嘎、郑云龙、
刘令飞等顶流演员。

“2023年最大的趋势就是小剧场、小体量
戏很多，最多的一个周末上海有 17 部新戏公
演。”谭浩介绍，小型音乐剧的风行显然受到
了韩国音乐剧的影响，更加注重打造明星。

“音乐剧这个行业一定是有粉丝效应，因为
80%的音乐剧观众为女性，尤其是 20 岁左右
的女性。”

沉浸式戏剧走红，剧院里也增添了一个怪
现象：观众看戏的过程里打瞌睡、刷抖音，只
等戏散场时冲到演员通道跟偶像亲密接触，
行内称为“SD（stage door）互动”。以往，观众
看《茶馆》五年、十年，看的是戏。现在，粉丝
看戏，也可以连看五场、十场，看的是偶像。
谭浩对此表示，沉浸式戏剧里粉丝们渴望的
是体验感。“他们希望近距离感受，重要的是

‘我得到什么’，而不是‘看别人的故事’。粉
丝不想看戏，看戏不如去影院，不如去看短视
频。沉浸式戏剧让粉丝融入戏剧，成为剧场
里的一个角色，跟明星有近距离接触，沉浸式
比剧本杀的体验更加真切，所以才有了卡司
效应。”谭浩说。

今年下半年爆红的越剧《新龙门客栈》，由
越剧名团小百花越剧院与擅长打造音乐剧的

“一出好戏”联合出品。谭浩与“一出好戏”创
始人汉坤交流频繁，“‘一出好戏’今年持续创
新，以沉浸式、小型化为特色，打造戏剧新空
间。《新龙门客栈》将具有地方特色的越剧与秀
场结合，既符合国情、引领国潮，同时又适合年
轻观众的口味。”

既是戏剧产业前沿的听风者，又是戏剧创
作的探路人。作为青岛走出的导演，谭浩从

《成人礼》开始探索一条“青岛孵化——上海演
出——戏剧节推广”的创作路径。“《闲聊忆庄
周》计划明年4月份在青岛上演，7月份它会移
师上海宛平剧场，后续计划在棱镜戏剧节、阿
那亚等舞台推广。”谭浩认为，“青岛是一个很
好的戏剧孵化基地，这里有演员、有剧场也有
观众。在戏剧从‘市场为王’向‘内容为王’的
转折中，青岛戏剧有很大的机会。”

■李倩曾打造音乐剧
《杜拉拉升职记》。

▲谭浩将
《成人礼》搬上
话剧舞台。

■于晓璘
今年带着三部
戏剧回青演出。

■青岛大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洁。

于晓 ：音乐剧适合厚重

全年将近130场演出，奔波于国内最热的
戏剧现场，这就是于晓璘的生活：4 月，他是

《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12 月，他是《献给阿
尔吉侬的花束》里的查理·高登；夏天，他是

《粉丝来信》里的沪上作家郑微岚；秋天，他又
变成《将进酒》里与“李白”共赴长安的吴指
南，抽空还在《外婆的新世界》出镜。

回顾这一年的作品，于晓璘“点名”《觉醒
年代》：“舞台11年，演了两千多场戏，《觉醒年
代》是我给家乡青岛交出的答卷。”

音乐剧《觉醒年代》由同名热剧改编，数
十集的剧情压缩成两个小时，密度极大。在
剧版里，于和伟饰演陈独秀这个角色，对此，
于晓璘颇有压力。“演这部戏时，我全身心投
入其中，剧中的郭心刚有一句台词‘当你经过
我的墓碑前，一定要告诉我未来的青岛是什
么模样’，一下子让一个青岛人心头涌起别样
的感觉。”郭心刚牺牲在了“五四运动”中，下
半场，陈独秀拿着郭心刚留下的“青岛”二字
百感交集，“《觉醒年代》演完第一轮，我跟妈
妈、姥姥走在栈桥、五四广场，我当时没有绷
住，觉得那一刻的幸福是前辈拿生命换来
的。这个戏对我来说有特别直观的感动，作
为青岛人，体会尤其深刻。”

轻科幻题材音乐剧《献给阿尔吉侬的
花束》赢得了超高口碑，于晓璘扮演先天心
智障碍的查理·高登，他跟小白鼠阿尔吉侬
一起接受脑部手术，查理智商逐渐提升，甚
至超过常人，却让他与所有他爱的人产生
间离。“要演出一个傻子慢慢变聪明的过
程，比较有挑战。导演抓住了‘爱’的出发
点，它浓缩了人生的精华片段，查理由笨变
聪明再回到笨拙的状态，让每个年龄层观
众 都 能 对 应 到 自 己 的 当 下 ，贴 合 自 身 生
活。”于晓璘说。

从血火交织的革命题材，到细致入微的
生命观照，于晓璘的音乐剧作品内涵丰富厚
重。“其实，我认为音乐剧更适合讲厚重的
故事。像是著名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就是
史诗体量。音乐剧本身讲故事能力较弱，很
大篇幅是音乐，不像是话剧可以清晰地
在台上讲故事。”于晓璘说，“观众如果对
故事耳熟能详，音乐剧的传递情感能
力就更强，这是音乐剧先天的强大
优势。”

今年，于晓璘先后将《粉丝来信》
《将进酒》《醉后赢家》3部剧带回青岛
演出。《将进酒》里，他跟“李白”郑云龙
联袂登场，两位青岛音乐剧骄子的合
作火花四射。“我们对这个戏的创作方
向是一致的，态度是一致的，比较合
拍，想要一起给家乡观众做部好作
品。”于晓璘介绍，“吴指南最早出现在
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里，剧中的
吴指南从小到大陪李白练剑、科考、游
历天下，最后，李白将这位好友埋在洞
庭湖畔。其实，这是个半杜撰的角色，
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长安三万里》中李白
一出场就带着吴指南的遗骨，‘我要带吴指南
回家了’。”《将进酒》成功上演，也让观众看到
了青岛演员在音乐剧领域的崛起。

从误打误撞走进音乐剧大门至今，于晓
璘保持着对这门艺术的热爱。“音乐剧用两个
小时抓住观众，讲好一个故事。我更喜欢它
的即时性，舞台上错了就是错了，演得好观众
即时就有反馈，让演员更有专注力，带给我兴
奋感。”2024 年，于晓璘决定“慢下来”，“我想
慢一点，充充电补充能量，尝试不同的赛道，
学习不一样的表演。当然，终点还是要回到
音乐剧。”

张洁：剧院之魅，艺术永恒

作为北方剧院行业的重要支点，青岛大
剧院 2023 年持续引进标杆意义的重量级作
品，同时坚持打造艺术节、推广惠民演出、形
成剧院 IP，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城市，成为城
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十余年的
发展后，青岛大剧院不仅仅是剧院，更是岛
城文化“核心活力区”，通过一场场精心打造
的演出，将青岛剧院演出的天花板不断“举
高”。青岛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洁
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明年 1 月《剧院魅影续
作：真爱永恒》为重点，大剧院将接续 2023 年
的观剧热度，打造一个以文化人、以艺通心、
彰显城市艺术高度、深入市民文化生活的艺
术场域。

回顾 2023 年，剧院行业正在上演“变形
记”，变换身份、角色来拓展艺术经营，深度
参与城市文化的各个层面。张洁持续关注
行业内的创新，“在自制剧方面，广州大剧
院的《雄狮少年》将在 2024 年开启全球巡
演；在自有品牌打造方面，陕西大剧院西安
音乐厅策划的西安国际音乐节影响力卓
著；而目前正在举行的国家大剧院公众艺
术节，则是以剧院开放日的活动形式让更
多人走进剧院。上海大剧院、江苏大剧院
的各种联名活动、自有品牌打造和宣传方
式创新都让人眼前一亮，也值得我们不断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