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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表演概论》

前言

　　继20世纪20、30年代百老汇以歌舞片形式进入中国引发狂热之后，目前的中国再次迎面撞上了欧
美的音乐剧大潮，真可谓天赐良缘，大开国人眼界。于是，各领域（尤其是音乐、戏剧、舞剧和话剧
）的专家们在商风四起之下，无需消化，拿来就用，很有拿来全不费功夫的劲头。这是一个无，规则
、可以任意玩、一切都可以拷贝的怎么都行的时代。　　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甘耐寂寞，潜心研究
，把“音乐剧”的娱乐性与艺术内涵梳理清楚昵？历史，跟中国开了一个国际玩笑：由于各种原因，
百老汇的黄金年代与中国空挡而过，我们迎接的两次浪潮，都与百老汇最富于戏剧价值和美学价值的
时期无关，所以，中国正好轮空了正宗百老汇音乐剧的洗礼。对于任何一位尚未不负责任地将对音乐
剧及其表演艺术的本质探求，拱手交给歌舞的把玩者去游戏的纯真之人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是
值得赞扬的。　　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句名言：“你要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深刻地携刻在帕
尔纳索斯山著名的雅台农神庙里。歌剧主要是以歌叙事，舞剧主要是以舞叙事，话剧主要是以台词叙
事，而音乐剧则是一门以“歌”、“舞”和“台词”等元素综合叙事的现代整体戏剧。百老汇音乐剧
，这一岌岌可危的艺术形式，曾在不断的艺术和商业考验中达到艺术和商业价值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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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剧表演概论(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在百老汇，即使一个顶级演员同时拥有三项全能的基本
功，并经历多次舞台历练，也不敢对任何一次面试掉以轻心。当演员完全洞悉角色内心的奥秘，充分
掌握住了人物的思想感情逻辑，能够深刻地体验角色的心理特征时，就有可能自然地“达到角色的外
部形象”。
音乐剧的角色体现，是建立在写实叙事美学基础上的戏剧人物创作过程，强调多种表演元素和技能有
机整合与角色塑造。
戏剧的旋律、节奏与和声表达，对表演整体戏剧呈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音乐剧演员的声乐表
演绝不允许像一般流行歌手那样纯粹自我展示，必须通过演唱来表达重要的情感和故事。
剧场舞蹈表演强大的抒情功能和戏剧表现力，不仅推进戏剧进程，更为音乐剧整合表演的综合性做出
重大贡献。
统一舞台呈现是指演员从角色出发，实现全方位、立体化塑造角色设计的形象、举止，对话声音造型
、唱腔和舞蹈风格完美统一与整合。
演员的演唱、舞蹈均应与戏剧进程和人物形象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歌舞、演全方位立体轰炸下音
乐剧演员将自己的能量淋漓尽致的释放，体现出任何一种表演形式都无法比拟的情感；中击给观众带
来铭记一生的现场体验。
当代华语音乐剧表演体系在接受欧美音乐剧（尤其是叙事音乐剧）洗礼的同时，还面临着如何继承、
消化和发扬古典歌舞剧和民族歌舞剧的难题。后者是华语音乐剧表演之魂，也是建立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之源，更是先人们用毕生精力、努力和思考加以完善而留下的宝贵财富。
“中国特色”是中国原创音乐剧表演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可以促使中国音乐剧表演在美国百老汇音
乐剧的成就上更上一层楼，让“无动不舞，无声不歌”充盈整个演出，最终实现音乐剧人与观力“诗
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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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服佩吉回心转意是他最紧迫的任务，为了激励佩吉，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在百老汇舞台上表演的
灿烂和辉煌，当他的激动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他唱起了鼓舞人心的百老汇摇篮曲，向她展示
音乐剧无穷的魅力，佩吉有点动心了。接着，他的手下都加入了劝说的队伍，众人群情激昂的跳舞，
将现场热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个时候佩吉再也无法拒绝对舞台的渴望，终于向大家高声疾呼：“我
要回剧组！”众人在欢欣中放声高歌，呈现出最壮观的舞蹈阵型，将演出推向高潮，为音乐剧歌舞结
构划上完美的句号。这时被百老汇歌舞折服的不仅是佩吉，还有剧场里的l 500位观众。该结构建立在
“说服佩吉”这一特定戏剧情境下，表演该段落时，必须紧扣这一基础，歌舞对环境、情感的渲染都
要建立在这个戏剧情境下完成，才能体现出巨大的感染力。脱离了这一戏剧情境，“百老汇摇篮曲”
的歌舞无异于简单的歌舞装点，虽然形式抢眼，却无法产生在音乐剧中那样的惊人感染力。这种音乐
剧歌舞结构和表演模式，并不是创作于多年前的音乐剧版《42街》的专利，时至今日，百老汇音乐剧
中仍然屡见不鲜。　　真正的音乐剧歌舞表演的戏剧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体现人物身份。
例如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中的“我是个普通男人”（I’m an Ordinary Man），体现出
男主角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征。演唱该歌曲时，演员需要充分展现出角色的学究气息，为了更好地体
现角色语言学家的身份，创作者更有意让他不要完整演唱整首歌，而是夹杂说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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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中国原创音乐剧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自1987年中央歌剧院引进《乐器
推销员》和《异想天开》以来，尤其是上海大剧院对欧美现代音乐剧的介绍，不断繁衍出众多的音乐
剧品种，它们犹如一朵朵绚丽夺目的奇葩，争奇斗艳，装点着音乐剧界的满园春色。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面临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音乐剧时代。　　其中，欧洲四大名剧和法国音乐剧最受追捧，导
致中国流行歌剧和演唱会风格的音乐剧日益风行，铺天盖地。而文硕正是通过反思，从理论和作品两
个方面，反叛地重新张扬出“叙事音乐剧”的理论旗帜。这在中国是第一次，也标志着文氏音乐剧思
潮的兴起。而随着电影《爱我就给我跳支舞》2009年七夕情人节的上市，宣告了这一风格作品的横空
出世。　　我们知道，1927年世界音乐剧史的开山之作《演艺船》首演以后，昭示着美国百老汇现代
意义上的音乐剧得以诞生，距今已有90多年。1943年，《俄克拉荷马》的首演标志着美国音乐剧最高
美学标准——叙事音乐剧的确立。叙事音乐剧将此前音乐剧中主要担任点缀功能的歌舞提升到整体戏
剧高度，歌舞成为推动戏剧进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凸现了现代音乐剧的最高美学成就。
在1943年－1964年“黄金年代”涌现的经典作品，把叙事音乐剧这种以一酋歌、一支舞、一句词本身
裁是一场戏为中心的艺术表现形式推向了一个迄今无人能比的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讲，最经典、最成
功、最具历史意义的音乐剧，都诞生在这一“黄金年代”。这是酉老汇音乐剧最辉煌的20年。　　可
见，从源头去论证，《文硕音乐剧文库》中所包含的《音乐剧导论》（北京舞蹈学院教材）、《音乐
剧的文硕视野》、《美国音乐剧对欧洲说N0》、《中国音乐剧史（近代卷）》和《音乐剧表演概论》
，以及未来将出版发行的一系列专著，在理论界倡导的“叙事音乐剧”就是来自百老汇“黄金年代”
的RH音乐剧思潮。文硕先生认为，中国音乐剧的创作要引领时代潮流，应该既是中国的，也是当代
的，更是其有最高美学价值的。所以，他一再强调叙事音乐剧风格的主旨不是复古，尽管其结构的核
心是古典音乐剧美学的主张，不是所谓的把传统简单的转化为当代，而是对当代原创华语音乐剧的一
种特殊解读。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在音乐剧创作和美学思想的继承上出现了盲目模仿欧洲
流行歌剧和演唱会音乐剧的现象，缺乏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割断了与百老汇最具美学价值的叙
事音乐剧的传统戏脉，因此亟须以一种新风格音乐剧思潮与作品来扩大国人的音乐剧视野。　　《文
硕音乐剧文库》将不断从艺术角度表达对当代原创华语音乐剧的看法，所倡导和追求的不是《南太平
洋》，《西区故事》或者百老汇的中国版，而是基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借鉴百老汇叙事音
乐剧，同时结合中国古典歌舞剧和民族歌舞剧，创造出能最大限度结合中外音乐剧最高成果的中国气
派的现代中国民族音乐剧体系。文派音乐剧风格同时从营销、品牌或者产业角度进行表达，强调“以
实业推动音乐剧，以产业带动新经典”的品牌思想。应该说，它还是一个运营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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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普及常识，奋战论文！常识补上了，但是写不了论文了==
2、书的内容很好，图文并茂，并且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实用，评论也很到位，是本音乐剧学习者和音
乐剧爱好者的必备收藏品。

但是最大的缺点是装订的太不好了，相当容易散架，几乎是看一页掉一页，真不知看完以后这书还是
书么。

所以我建议读者朋友们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尽量别把书页弄掉，虽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还建议这本书的出版社重新设计一下本书的装订，希望能把问题彻底解决。现在音乐剧在中国有
越来越热的趋势，本来没有音乐剧专业的很多高等艺术院校都在计划开设这个专业，除此之外的音乐
剧迷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并且多数都很专业，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一本好书的市场肯定会越来越
好，但要是因装订这样问题是煞风景就实在太不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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