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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巡演开启

时隔21年为音乐剧本土化再迈步伐

日前， 家庭音乐剧 《想变成人的猫》
中文版全国巡演正式启动， 并由深圳市

小橙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四季欢

歌 （北京）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演出。 上周末起在上海美琪大戏院连演

五场。 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 1996 年这部

作品就曾登上中国舞台。 在日本四季剧

团的热情帮助下，中戏首届音乐剧班排演

了该剧中文版，使国内观众领会到音乐剧

的魅力，而当时参演的孙红雷、赵永斌、侯
岩松等人，如今也活跃在音乐剧、话剧及

影视领域。因此，人们把 21 年前该剧的本

土化过程， 视为中国音乐剧人才培养的

“第一堂实践课”。
21 年后， 日本四季剧团再次将 《想

变成人的猫》 中文版权授予中国。 此次

本土化尝试， 从舞台设计、 台词翻译乃

至演员肢体语言设计、 情绪表达方式等，
都 力 求 贴 近 中 国 观 众 。 从 该 剧 在 中 国

“落地” 的新旧差异中， 或可管窥音乐剧

本土化这些年来所迈出的步伐。
音乐剧 《想变成人的猫》 原版， 由

日本四季剧团改编自美国儿童文学家劳

埃德·亚历山大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只

憧憬着人类生活的猫咪莱奥尼， 在主人

的魔法下如愿变成人， 并与小镇镇民相

处 、 相 知 ， 尝 到 人 间 之 爱 的 故 事 。 自

1979 年首演于日本后， 该剧累计公演近

2000 场， 创下四季剧团家庭音乐剧上演

场次之最。
1996 年， 中戏首届音乐剧班的近 30

位师生前往日本进修， 在得到四季剧团

创始人浅利庆太亲自教授后， 把这部作

品带回中国， 并在北京创下连演 40 余场

的纪录。 上戏表演系副教授、 戏曲音乐

剧主任杨佳， 就是当年参演的学生之一。
她用 “摸着石头过河” 来形容当年 《想

变成人的猫》 的本土化道路， 日本音乐

剧细腻、 精致的制作， 编导一丝不苟的

创作以及演员的敬业精神， 都让她记忆

犹新。
据杨佳回忆， 《想变成人的猫》 编

导浅利庆太对剧中所有角色进行了精准

定位 ， 同 时 他 也 颇 为 强 调 戏 剧 和 音 乐

的 节 奏 。 “比 如 孙 红 雷 曾 饰 演 反 派 队

长 史 瓦 格 ， 浅 利 告 诉 他 这 个诡计多端

的角色有很多笑点， 但在演绎时决不能

哗众取宠。”
今年， 由 21 年前男主角莱奥尼饰演

者赵永斌担纲导演的新版 《想变成人的

猫》 问世。 该剧出品人胡梁子告诉记者，
此次中文版的音乐和剧情来自原版， 而

编舞、 舞美、 道具、 服装、 灯光等均由

中方班底完成。 “在四季剧团的允许下，
我们大胆进行创新， 希望能让中国观众

觉得接地气。”
新版 《想变成人的猫》 制作人王翔

浅透露， 原版中有句歌词 “紫式部也望

尘莫及” 旨在突出女主人公姬莉安的聪

慧过人， 而考虑到部分中国观众也许对

紫式部缺乏了解， 于是在翻译时将歌词

调整为 “美少女战士也望尘莫及”。 类似

的处理， 在新版中比比皆是。
据悉， 浅利庆太已来华观赏过新版

《想变成人的猫》 北京场的演出， 并对该

剧颇具现代气息的舞美设计、 兼顾古典

与时尚的服装造型， 以及颠覆经典的编

舞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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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包蕴人类超前的理性思维
北大教授陈连山做客“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讲座指出

神话等于怪力乱神 、 无稽之谈 ？
神话站在科学的对立面？ 这些绝对是

对于神话的误解。
“神话其实是华夏民族的信仰 、

价 值 观 和 世 界 观 。 其 中 就 包 括 古 人

的 科 学 知 识 体 系 ， 代 表 着 当 时 人 类

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 。” 中华艺术宫

日前迎来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

话 ” 文 艺 创 作 与 文 化 传 播 工 程 创 作

研究系列辅导讲座第三讲。 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 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陈

连山在讲座上以 《中国古代神话的涵

义》 为题侃侃而谈， 揭示了关于神话

更为靠谱、 也更值得关注的一种打开

方式。

真正的神话， 是一种基
于信仰的神圣故事

今 天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 《魔 戒 》
《阿凡达》 之类的神怪小说 、 神魔电

影很是流行， 人们似乎在接触形形色

色的神话。
陈连山却指出： “它们都不是真

正的神话， 这些故事以娱乐为目的 ，
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相信故事讲述

的东西是真实发生的 。” 陈连山所说

的 “神话”， 是一个学术术语 。 它的

字面意思是： 神灵的故事。 字面背后

隐藏的深意则是： 神话是信仰者崇拜

的神灵的故事， 是一种基于信仰的神

圣故事。 “今天我们看神话里的人稀

奇古怪， 有的是半人半兽， 有的是身

材 魁 梧 的 巨 人 ， 怎 么 可 能 是 真 实 的

呢？ 古人在讲述神话的时候却相信这

些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他们认为神话

就是历史。”
在陈连山看来， 内容丰富的中国

古代神话倘若加以总结， 说的基本上

就是三回事。 “第一是宣扬神灵的威

力 ， 以 敦 促 人 们 去 崇 拜 神 灵 ， 这 是

神话的宗教方面。 第二是用神灵的意

志 来 解 释 大 自 然 和 人 类 的 起 源 与 面

貌， 这是神话的科学方面。 第三是叙

述人类文化的起源， 这是神话的历史

观 。 而 贯 穿 以 上 三 个 方 面 的 ， 就 是

我 们 这 个 民 族 的 信 仰 、 价 值 观 和 世

界观。”

用于解释世界的神话 ，
有着严密的逻辑性

远古时代是没有科学的， 那么古

人是如何理解与认知世界的呢？ 陈连

山说， 神话就是古人手里用来解释一

切的万能钥匙， 构筑起远古人类的科

学知识体系。 他举例神话中著名的神

族之战———共工与颛顼之战， 认为中

国 原 始 的 天 文 学 、 地 理 学 就 藏 于 其

中。 这个故事说的是水神共工与北方

天帝颛顼为争夺天帝位置而引发的大

战。 共工打败了，生气得一头撞到不周

山上。 结果，不周山被撞断了，造成天

空向西北方倾斜， 从此江河百川都东

流入海。 “这个神话说明了中国古人很

早 就 认 识 到 我 国 基 本 地 势 是 西 高 东

低， 也认识到日月星辰自西向东运行

的规律。 当时的科学知识不足以解释

其中的原因。 于是，他们用神话来解释

这一切。 这和英国科学家牛顿在无法

用 科 学 方 法 解 释 万 有 引 力 来 源 的 时

候， 只好说宇宙最初的动力来自上帝

是一样的。 ”
值得一提的是， 古人用神话来解

释世界， 显示出严密的逻辑性。 用共

工与颛顼之战来解释天文地理其实会

遇到逻辑上的一道难题： 既然百川东

流 归 大 海 ， 那 么 东 海 为 什 么 没 有 满

呢？ 海水为什么没有一天天升高呢 ？
陈连山告诉观众， 古人想到用另外两

个神话补充解释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

神话是 “东海有归墟 ”。 神话说 ， 大

地的东方是大海， 大海的东端有一个

巨大的无底洞， 名字叫归墟。 海水流

进归墟， 都自动消失。 另一个神话则

是 “东海有沃焦 ”。 羿射死的九个太

阳坠落在三万里以外的东海之中， 它

们变成一块无比巨大的石头， 名字叫

沃焦。 沃焦极其灼热， 海水碰到它会

立刻沸腾， 迅速变成白色的蒸汽而消

失。 “这两个神话与共工大战颛顼的

神 话 共 同 形 成 一 个 看 似 合 理 的 逻 辑

圈。 它们尽管都出自古人的想象，但我

们应该认识到， 古代神话中的这些解

释代表着当时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成

就。 正是这些神话，使得古人摆脱了认

识困境， 使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得可以

理解，从而使人们的心灵得以安宁。 ”

海上印社艺术中心聚焦书画篆刻
本报讯 上海市区又新增一处重要

的公共文化空间。 海上印社艺术中心日

前在普陀区文化馆揭牌。 新成立的海上

印社艺术中心将聚焦海派书画篆刻艺术，
致力于让高雅艺术融入社会， 辐射社区、
服务群众， 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
为期一个月的揭幕展览由两项重量

级展览组成， 分别是 《海上风华———当

代 海 上 书 画 名 家 艺 术 展 》 与 《海 上 风

华———方去疾及韩天衡、 陈茗屋、 吴子

建、 刘一闻师生艺术展》。 活动由海上印

社、 普陀区文化局联合主办。
《海上风华———当代海上书画名家

艺术展》 汇聚了 38 位参展艺术家， 基本

囊括了目前健在的上世纪 60 年代之前出

生的代表性海上书画家。 参展艺术家包

含了上海书画善会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

他们热心为艺术慈善的公益事业作出了

贡献 。 近百件参展作品风格样式各异 ，
呈 现 出 当 今 海 上 酣 坛 “开 创 性 、 开 放

性、 包容性、 多元性” 的艺术特质， 让

观众领略到海派艺术的奇景异彩。 参加

本次展览的海上优秀艺术家， 画笔已经

蘸上了新时代的墨色， 展现出新时代的

精神。
作为 20 世纪下半叶为印学界作出杰

出贡献的代表人物， 方去疾在普及印学、
培养后生及艺术创作中成绩显著。 今年

正值方去疾先生九五诞辰， 在海上印社

策划组织下， 方氏门下韩天衡、 陈茗屋、
吴子建、 刘一闻四大名家联袂， 展出不

同风格的书画篆刻作品近 180 件， 以彰

方去疾先生卓尔不凡的艺术造诣， 传续

方去疾师生对海上篆刻事业的助推。
（陈瑞滔）

文化

让他们在舞蹈的各个领域闪闪发光
朱洁静舞剧新作《红幕》即将亮相，上海歌舞团制定扶持计划保驾护航

朱洁静瘦了。 她瘦削的背部占据

了她首部导演作品 《红幕 》 的海报 ，
似乎每一根骨头都清晰可见 。 不过 ，
这个背影充满力量， 仿似一只飞鸟收

紧羽翼， 为的是展翅高飞的那一刻 。
这 也 许 正 是 舞 剧 《红 幕 》 所 想 表 达

的， 舞者在舞台大幕之后， 不为人知

的生活和状态。
当 记 者 日 前 见 到 朱 洁 静 时 ， 她

正 在 上 海 歌 舞 团 的 排 练 厅 里 排 练

《红 幕 》。 时 间 往 前 推 ， 在 为 期 一 个

月 的 上 海 歌 舞 团 舞 剧 演 出 季 中 ， 她

跳了 13 场 ； 舞剧季一结束 ， 她又随

歌舞团奔赴哈萨克斯坦， 参与 7 月 5
日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的演

出； 7 月 8 日， 她一回到上海， 立刻

一头扎进了排练厅 。 “工作量巨大 ，
每天都很累， 但整个过程也很有成就

感。” 朱洁静说 ， “我对舞台是有野

心 的 ， 所 有 我 想 说 的 话 ， 都 在 这 部

《红幕》 里了。”
的确 ， 这次她的身份有点特殊 。

《红 幕 》 的 总 策 划 、 制 作 人 、 导 演 、
主演， 朱洁静一人身兼数职 。 不过 ，
在她的背后， 站着整个上海歌舞团 。
“从选材、 文本开始思考 ， 到统领整

个团队， 创作很难 。” 上海歌舞团团

长陈飞华说， “不过， 再难再累， 有

团里的支持， 演员们就能在 ‘红幕 ’
前发光发亮， 我们则默默地为他们保

驾护航。”

“这部舞剧，从里到外都
有我的温度”

“朱姐， 这组动作最后一拍是落

在右腿上。” 排练厅里， 身后的 90 后

演 员 对 朱 洁 静 做 错 的 动 作 “直 言 不

讳”。 朱洁静吐了吐舌头 ， 连忙对着

镜子加练了几遍 。 “时间太紧张了 。
所以无论我去哈萨克斯坦， 还是之后

要去日本， 一有空就排练 。” 午休时

间， 朱洁静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接受采

访。 她的语速惊人， 似乎恨不得将时

间掰成两半。
“现在没有上下班的概念。 一般

白天都是排练，晚上没有演出的话，会

去舞美、服装工厂监督进度。 我还在外

面租了一个棚，把我们舞台 1誜1 搭建

起来。 有什么不满意我会提出来，再推

翻重来。 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
记者前去探班时， 舞者们正在排

练一段长达 20 分钟的舞段 ， 朱洁静

称之为 “黑色的梦境 ”。 在这个舞段

中， 两个梦境互相交替： 一个是九岁

的小女孩梦到了未来自己成为舞台中

央最闪耀的星； 另一个是舞者在梦中

看到当年纯真的女孩。
观众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是行云流

水的舞蹈；而记者在排练厅里，见到的

只是一个一个动作的分解、练习、再分

解、再练习。 只要有一个演员的节奏乱

了，一个八拍的动作就要重来。 身着黑

色 衣 服 的 舞 者 们 用 肢 体 语 言 展 现 贪

婪、无助、迷茫、困惑 、 悲伤等各种情

绪的转换， 而后一拥而上， 将朱洁静

高高举起， 记者似乎从中窥得了这部

舞剧的全貌。
朱洁静告诉记者， 从 《红幕》 的

编舞娄梦涵、 作曲龚天鹏到舞美服装

团 队 ， 都 是 她 精 心 挑 选 ， 一 手 促 成

的。 “这个舞剧， 我会尝试激烈、 先

锋的方式。 比如你看到的这一段， 所

有 的 舞 者 都 是 ‘我 ’ 各 种 人 格 的 分

身。 到时候在舞台的地面和天幕都是

黑 色 的 棱 镜 ， 在 观 众 视 角 上 会 出 现

100 多个不同的人影。” 她说， “这部

舞剧， 从里到外都会有我的温度。 我

想做到最好。”

艺术创新扶持计划 ，对
演员的培养永远“在路上”

记者问朱洁静， 一部原创舞剧的

诞 生 ， 从 前 期 的 文 本 创 作 、 作 品 结

构 、 资 金 落 实 ， 到 编 舞 、 音 乐 、 舞

美 、 灯 光 道 具 、 合 成 ， 到 后 期 的 宣

传、 票务， 环环相扣， 千头万绪。 有

没有累到崩溃的时候？ “有啊。 特别

是 舞 剧 正 式 进 入 筹 备 后 ， 合 同 、 财

务、 舞美灯光……方方面面的对接工

作 都 在 等 着 我 ， 这 时 我 才 发 现 自 己

干得有多 ‘糟糕’。” 朱洁静回忆说 ，
有次去找团长， 还哭了鼻子。 “团长

笑我， 有歌舞团在， 你怕什么？ 我的

心才定下来。”
而事实上， 舞剧 《红幕》 能够一

路从概念成为现实， 全靠上海歌舞团

上上下下的支持 。 “光前期的剧本 ，
团长亲自组织开会， 前后修改了十几

遍 才 定 下 稿 来 。” 舞 剧 中 的 20 位 演

员 ， 也 是 团 里 精 心 挑 选 、 推 荐 的 。
“现在， 整个团的力量都进来了 。 团

里的舞 美 、 道 具 老 师 都 在 帮 我 出 谋

划 策 ， 我 感 觉 自 己 特 别 幸 运 。 ” 说

到这里， 朱洁静有点激动， 她说， 正

因为如此， 她更要争口气， 绝不能掉

链子。
“团 里 的 演 员 想 要 进 入 创 作 领

域， 我们的态度就是四个字： 全力支

持。” 陈飞华告诉记者 ， 在以往 ， 为

了帮助舞蹈演员们成长， 上海歌舞团

实行 “艺衔制 ”， 这次国有文艺院团

“一团一策 ” 改革 ， 又给团里提出了

新的要求。 “原创能力与舞蹈能力同

等重要”， 这一点成为了团里上下的

共识。 一番 “头脑风暴” 之后， 团里

专 门 拨 出 100 万 的 专 项 资 金 ， 设 立

“在路上 ” 艺术创新扶持计划 ， 为团

内有志于从事艺术创作等领域的青年

人才搭建平台 。 而朱洁静的 《红幕 》
正是今年 “在路上” 基金扶持的重点

项目之一。
“在路上” 艺术创新扶持计划启

动了两三年， 团里已经有不少青年编

导 冒 头 。 青 年 编 导 吴 欢 、 罗 丽 等 逐

渐 从 舞 者 蜕 变 成 优 秀 的 青 年 编 导 ，
不但在国内的舞蹈大赛中屡屡得奖 ，
更是接到不少兄弟舞团的编舞邀约 。
不 过 ， 像 朱 洁 静 这 样 ， 主 要 演 员 制

作 一 部 完 整 的 舞 剧 ， 在 上 海 歌 舞 团

尚属首次。
“舞 蹈 团 里 的 人 才 培 养 ，不 光 局

限在表演这个领域。 也希望让他们进

入 艺 术 生 产 、创 作 领 域 ，这 样 的 经 历

对他们来说是一笔财富。 无论他们以

后是要转型做编导， 还是继续留在舞

台上， 团里都希望给他们各种机会和

平台， 让他们能在舞蹈的各个领域里

闪闪发光。” 陈飞华说。

音乐原创京歌《中国梦》获好评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由中共上海

闵行区委宣传部、 闵行区文广局推出的

原创音乐作品 、 京歌 《中国梦 》， 近日

在闵行区社区机关和市民中传唱， 受到

好评。
京歌 《中国梦》 由刘世军作词， 金

国贤、 周贝来作曲， 老生傅希如、 青衣

李国静、 老旦胡璇、 花脸唐元才等四位

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领唱， 梅陇合

唱团、 名都爱艺合唱团合唱。
京歌 《中国梦》 紧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一主题 ， 大气磅礴 、 饱含深情 ，
讴歌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的丰功伟

绩与世纪壮举 。 京歌的歌词词简意远 ，
令人回味无穷； 谱曲旋律优美， 节拍清

晰， 京曲与文字的艺术性结合颇为成功。
作品通过京剧这一国粹， 充分表达了人

民群众对中国梦的追求。 这首京歌的男

声慷慨激昂、 豪情万丈； 女声婉转低回、
荡气回肠。 男女声的合唱则进一步表达

了对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以及中华民族为

实现中国梦所做的不懈努力。
著名京剧编剧黎中城认为， 这首京

歌 “歌词昂扬大气、 振奋人心； 唱腔激

情饱满、 色彩丰富； 领唱嗓音通透、 韵

味醇厚； 伴唱和谐流畅， 衔接自然。 应

能达到广为流传的效果”。 艺评家赵建中

表示， 这是一首有思想震撼力、 有艺术

感染力的音乐作品。 作品将京剧、 通俗

歌曲唱法与西洋交响乐融为一体， 在艺

术表现上很有独创性。 这首作品的艺术

样式是京歌， 它将京剧这种传统而古老

的艺术形式与当代流行歌曲结合起来 ，
歌词反映当代人的生活情感， 曲调旋律

采用的是中国古老的京剧音乐。 该作品

的西洋乐器的伴奏非常出色， 尤其是序

奏部分用长号与大乐队演奏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 与 《红旗颂 》 的旋律 ，
听之令人振奋。 该作品若用于群众性歌

咏活动， 会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日前， 家庭音乐剧 《想变成人的猫》 中文版全国巡演正式启动， 并于上周末

起在上海美琪大戏院连演五场。 图为该剧剧照。 （主办方供图）

舞者们正在排练一段长达 20 分钟的舞段， 朱洁静称之为 “黑色的梦境”。 (上海歌舞团供图）

原创音乐作品、京歌《中国梦》由四位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领唱。（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