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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没有看到此次“十月
签约作家”的具体合同。不过从透露
出来的信息来看，既为签约作家，这9
位作家的一些作品是会放在十月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而十月文艺会给作
家提供创作出版、宣传推介、IP转化、
扶持奖励等优惠政策，以期实现“出
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
成机制。

作家从来都是文学出版的核心
资源，是各大出版机构争夺的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家原本与某出
版社之间的那种相对稳固的关系开
始松动，所以可以看到知名作家们总
是在不停地更换出版社，以期在各种
人情世故之中找到平衡。而为了拴
住作家的心，出版社可谓绞尽脑汁。
过去是为作家成立专门的工作室，配
备专人服务。后来发展到给作家送
股份（主要是一些民营出版公司），通
过经济利益笼络人心。现在的这种

“作家签约制”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
方法。

那么，“作家签约制”的效果究
竟会怎么样呢？首先应该明确的

是，“作家签约制”肯定不是“卖身
契”，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合同能
规定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在一家出版
社出版。当年出版人路金波也做过

“签约作家”，声称旗下有韩寒、安妮
宝贝等一批作家，但是后来这些作
家该换出版商还是会换出版商。“作
家签约制”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松散
的关系。

“作家签约制”能不能拴住人
心，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制度究竟能
让作家获得多少利益。如果IP转化
得很成功，让作家获得了出书之外
很多来自影视改编上的收益，或者
有更多的扶持优惠，这样作家也许
会安安稳稳地和出版社合作下去。
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落实，只
是看一时的交情，那这种合作关系
也不会很稳固。其实不管是“作家
签约制”，还是建工作室，送股份，要
拴住作家心关键就是看出版社能提
供什么样的服务。现在出版社有了
服务的意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服
务如何做到精准有效，这需要看各
家出版社的努力了。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说起音乐剧在中国的普
及，《妈妈咪呀！》功不可没，随后它启
动的中文版更是给中国的音乐剧产
业，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音乐剧产业
呈跳跃式发展的当下，这部剧的中文
版再度启动，并开启了演员的招募。
制作人田元也表示：“此次开启复排
之旅首先是要向世界证明中国音乐
剧产业在10年内的一个成长，二是
要为更多的音乐剧人才创建更大的
梦想舞台。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审视
中国音乐剧发展中的误差，不断学习
国外的精华，做到推陈出新。”

2007年，在世界享有美誉的音乐
剧《妈妈咪呀！》巡演版首次在中国上
演。2017年，中文版亦在中国扬帆
起航。10年间，越来越多的投资制
作人涌入音乐剧市场欲享此“蛋
糕”。世界级大剧如《剧院魅影》、《罗
密欧与朱丽叶》等巡演版陆续来到中
国；百老汇、西区以及日韩经典剧目
《音乐之声》等也制作成中文版与观
众见面，原创音乐剧如《爱上邓丽
君》、《酒干倘卖无》等也慢慢在中国
找到生存之法。“音乐剧”在近几年内

已成井喷状占据了北上广三地的大
小舞台。无疑《妈妈咪呀！》作为音乐
剧汉化及产业的示范标杆在中国起
了个好头。《妈妈咪呀！》作为“产业冲
击波”的确带领着中国音乐剧产业从
少至多地去扩大观剧市场、挖掘音乐
剧人才、引领着观众由浅入深地去欣
赏现场演艺的巅峰形式。

2017年，当音乐剧在国内市场
逐渐规模化，这部音乐剧也将重新出
发。而此时，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
升，国外经典剧中文版也出现了不少
问题：许多圈内人士以及观众对翻译
歌词的不满、对国外剧目内容价值观
的不解。中文版该如何真正做到“接
地气”，亦是很多剧组的头疼之事。

而在重启的过程中，另一个问题
也在考验着团队：中国的音乐剧演
员，仍然是个稀缺的资源。该剧国庆
期间在京沪两地招募演员时，500多
人报名，能留下的却是少之又少，“唱
跳演三者兼备的顶级人才实在是太
少了，”制作人田元说，这也是中国原
创音乐剧发展遇到的瓶颈，而在本土
由优势团队进行专业训练，“一边消
化，一边融进自己的文化里，对演员
来说才是最精妙的学习之法。”

“签约制”并非“终身契约”

出版社精准服务才能拴住作家心
十年间国内音乐剧市场发展迅速

平台更大但人才瓶颈无法绕行

最近，阿来、刘庆邦、徐则臣等9位知名作家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签约，成为了“十月签约作家”。这件事引发了热议，因为过去作家和出版
社签约，签的都是作品的出版合同，现在签的却是作家自己。而“作家签
约制”被指是出版社拴住作家人心的方式。那么这种做法的可行度究竟
有多少呢？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