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剧节
再聚行业良品优才
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主办，上海
市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文
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的第7届“演艺大世界—上海国
际音乐剧节”，已经是一个音乐
剧界的专业品牌。通过“一季展
演”“一项计划”“一届论坛”“一
个活动”，音乐剧节辐射串联产
业发展的多个面向，以品牌节展
的“优赋能”带动演艺资源的“高
集聚”，助力演艺大世界成为演
艺码头、演艺源头和演艺潮头的
融合地，打造“上海文化”优质名
片。

普通观众关注的展演板块，
由“国际特邀”与“原创展演”两
大品牌组成，首演首秀是最大亮
点。今年，“国际特邀”汇聚来
自世界多地的璀璨明珠，将先
后迎来德语原版音乐剧《路德
维希二世：国王归来》音乐剧版
音乐会与意大利原版音乐剧《卡
萨诺瓦——威尼斯的情人》在中
国的首演首秀，更有令人期待的
2025音乐剧明星系列音乐会即
将点亮申城舞台，展现世界音乐
剧艺术的多样魅力；而“原创华
语音乐剧展演季”作为上海文化
广场延续13年的演出品牌，2025
年将为观众带来《雄狮少年》《寻

找李二狗》《宝玉》《大状王》四台
原创佳作，均根植于中国本土文
化而生，充分彰显华流之美。

“音乐剧节是倡导音乐剧首
演首秀的平台，而首演首秀，意
味着从0到1的转变，对音乐剧
乃至文化艺术行业来说，这个突
破是非常重要的。”费元洪说，对
文化艺术机构来说，选择首演首
秀其实“风险极大”，“听起来好
听，但它也意味着如果观众不爱
看或者品质不过关，就存在票卖
不出去的风险，所以我们需要非
常谨慎地选择首演首秀的作品，
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同时，
也通过文化广场形成的品牌，用
我们的公信力来带动观众对于
新作品的认同感。”

除了这些精品作品，文化广
场也在通过华语原创音乐剧孵
化计划、音乐剧歌唱大赛、音乐
剧发展论坛将行业优秀的创作、
演出和理论研究人才团结在周
围，为更多优秀作品的诞生，厚
植人才和理论研究基础，从而形
成一个良性健康、佳作频出的演
出市场格局。

做好自身小循环
促进行业健康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
数据，今年1-10月份上海的音
乐剧市场票房已经占据全国的
56%；而根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

会的数据，文化广场上半年的音
乐剧观众人次占到全市的1/4，
而票房占到全市的1/3——由此
可见，文化广场在上海乃至中国
音乐剧行业内的分量，都是极重
的。面对当下行业“内卷”严重
的现状，文化广场怎么做，无疑
有着风向标的意义。

“我们当然要坚持首演首
秀，虽然它风险大，但如果获得
成功，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作品将
来会有一个很长的生命力，可以
继续走下去，作为企业来说，也
更容易分享到这个作品成功之
后产生的红利。”费元洪说，这些
年文化广场在百老汇和伦敦西
区等传统音乐剧之外，坚持做法
语、德奥音乐剧所取得的巨大成
功，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你选
的是一个已经成功了的作品，它
的价格就会比较贵、抢的人就会
比较多，而文化广场坚持在一部
比较看好的剧还默默无闻的时
候投资它，因为是独一份，是你
帮它完成了从0到1的转变，那
这个作品跟你的连接就会非常
紧密，就会有一个长尾的效应，
艺术领域和投资领域的基本道
理其实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不为外界大环境
所动，坚持自己的制作标准和品
味，也是文化广场给行业的又一
个启示。费元洪认为，支撑音乐
剧行业有三大支柱，“第一好品
质，第二性价比，第三就是公信
力，三者均衡才能表示行业健
康”，如今行业其实发展得并不
均衡，“文化广场的心态，就是把
自己做好，而不是多去考虑大环
境，我们还是希望能在文化广场
形成一个我们所谓‘小而美’的
垂类——你有非常认同你的观
众，无论是认同你的内容也好，

认同你的品牌或者认同你的审
美也好，这种观众哪怕就只有几
千人上万人，你的剧场就已经有
了一个基本的保证。”

基于这样的理念，文化广场
也通过音乐剧节等平台以及平
日里的各项剧场活动，“去跟更
多的观众发生亲密的连接，用好
的作品和好的服务来增加观众
对剧院的黏性、对音乐剧的认同
感。”费元洪说，如果每一家剧院
或者是文艺机构都能做好这个

“小循环”，那最终就能改善大环
境，形成健康的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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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我以前听说周信
芳大师也演过小生，这次展览
首次看到了大师的小生演出
照，还相当精神、漂亮呢！”京剧
表演艺术家、当今麒派艺术领
军人物陈少云对青年报记者说。

“与时麒鸣——纪念周信芳诞辰
130周年展”12月11日在上海图
书馆东馆开幕。

此次展览由上海市委宣传
部、上海市文旅局担任指导单
位，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上海戏
曲艺术中心、上海京剧院、周信
芳艺术研究会、上海图书馆共同
主办，旨在致敬大师、赓续文脉、
让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师精神成
为新时代新文化的新生命力和

新质生产力，积极助力上海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此次“与时麒鸣”展通过身临
麒境、麒开艺境、麒光熠彩、麒艺
流芳四大板块的展陈，以翔实史
料、权威解读，全方位展现周信芳
作为戏曲艺术一代宗师、享誉国
际的中国文化界杰出代表的杰出
成就，展现周信芳开创的京剧麒
派艺术的影响。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展品
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比如
1911年周信芳手抄《周信芳戏
目》。这是周信芳在海参崴演出
期间亲自整理并手抄，包含《三字
经》《恶虎关》《跑城》《八大锤》的
人物单本剧本，是目前已发现的
周信芳手稿中最早期的。本次展
览展出的内页内容是《八大锤》的

王佐单本，可以看到周信芳遒劲
工整的字体。周信芳年幼失学，
但热爱读书、自学成才，他一生亲
自编导创作了百余出剧目。

还有1937年华安影业公司
出品、新光大戏院开映电影《斩经
堂》说明书。据悉，1936年，周信
芳应邀与袁美云合作拍摄戏曲影
片《斩经堂》（有声片）。影片改编
自南派京剧骨子老戏《斩经堂》
（《吴汉杀妻》），为周信芳代表作之
一。周信芳在剧中扮演主角吴
汉。这部电影是现在留存的周信
芳最早的一部影片，同时也是现存
周信芳盛年时代唯一的影像资料。

很多史料连麒派传人陈少云
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告诉青年报
记者，这次看到一些戏目和戏单，
才恍然大悟，原来周信芳大师也

演过这些戏。他还看到了一张
《吕布与貂蝉》剧照，周大师在剧
中饰演吕布，那是一个小生戏，

“身为老生，周大师小生的扮相其
实也一样精神和漂亮。”那时周大
师不过20多岁，正值青年时期，可
谓意气风发。“希望通过纪念周信
芳大师诞辰130周年，让更多的
观众能够走进剧场，进一步了解
周大师演出的精神以及他的艺术
特点，让观众进一步了解和继承
麒派艺术。”陈少云说。

此次展览得到了AI技术的加
持。漫步展厅，珍贵老照片在AI
技术“加持”下“活”了起来。连台
本戏《封神榜》中人物精彩亮相；

“走马灯”中老徐策足下生风。微
型放映厅内，观者可欣赏到高清
修复版《斩经堂》，彩色戏曲片《清

风亭》《徐策跑城》《乌龙院》片段。
记者了解到，除了上海图书

馆东馆的展陈外，“与时麒鸣——
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展”还
将展览内容辐射到了展厅之外。

“周信芳演艺地图巡游”以city-
walk的形式与爱好者一同重走周
信芳演艺之旅；“麒麟糖”等文创
周边让不同年龄阶段的参观者把
对麒派的兴趣带回家。为期两个
月的展览过程中，主办方还将通
过专题研讨会、公益讲座等形式，
研讨新时代下艺术档案资料保护
利用，在大众中普及京剧艺术、麒
派艺术。

据悉，本次“与时麒鸣——纪
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展”将持
续至2025年2月16日，展期内面
向大众免费开放。

中国当下的音乐剧行业很“卷”，是业内外人
士的共识。作为有着行业标杆意义的上海文化
广场，怎么面对这样的形势？12月11日，第7届

“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在上海文
化广场正式启幕，“我们推动海外引进剧和本土
原创剧在这个平台首演首秀，同时，文化广场坚
持制作小而美、做好垂直类观众的培养，通过自
己‘卷内容’，增加观众对音乐剧、对文化广场的
认同感，这样，无论外界大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
稳定发展。”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费元洪告诉青年报记者。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展免费开放

多元手段 拉近观者与艺术大师的心灵距离

汇聚国际首秀，集结原创新作

在上海 音乐剧何以“声”入人心

发布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