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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20年的法语音乐剧《唐璜》近日终于登陆上海
滩，一气连演18场，场场爆满。编排音乐剧《唐璜》是
一种冒险，它不但被各类艺术演绎过，而且人物故事简单
且被定义。令人惊喜的是法语音乐剧编创惯有感性表达的
优势，法国主创与西班牙编舞强强联合，《唐璜》采取了
弱戏剧叙事，强歌舞表达的手法，着力在身体性歌舞的设
计展演上，用欢快的节奏和气氛填满舞台空间，使观众全
程沉浸在唯美的亢奋之中，共同赋予剧中人物浪漫传说般
的迷人气质。
《唐璜》故事发生地是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这里的

吉普赛文化和浪漫放达的弗拉明戈歌舞艺术，以及敢爱敢
恨的民族性格，自然成为音乐剧《唐璜》最好的艺术资源。
制作人尼古拉 ·塔拉尔认为，歌舞很感性，能表达自由奔放
和强烈的情感，可以给观众创造欢快的气氛。因此，法语主
创的感性加上更加感性的西班牙编舞，强歌舞的表现力，使
得《唐璜》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

身体的完美展示是全剧的亮点，《唐璜》善用身体语言，
代入朴实的情感与审美。全剧没有语言对话，基本是用歌
舞支撑全剧结构。全剧用足了弗拉明戈舞、踢踏舞的节奏
感与整齐的身体群舞阵式，既交代故事发生的情节和地点，
也成为人物剧情转换的过渡性提示。弗拉明戈舞的身体展
开与控制富有美感，顺势一波又一波地推高观众的兴奋
度。特别是男主角自带美感的身体线条与肌肉，充满着雄
性身体的力量审美。而人物形体设计与演员自身的把握发
挥，放纵不羁中透着优雅，一招一式不但演活了浪漫的唐
璜，而且满身的性感气息，催生出观众内心的多巴胺，自然
使得满场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不断。

音乐是歌舞的底座，有层次的音乐节奏，才能带动观众
的情感起伏。作曲家需要解构已经被传统认知固化的唐
璜，创造新的音乐形态。因此，在使用大量金曲循环之中，
经过适度修饰的民族乐器与民族唱法，在保持原汁原味的
原真性与当代观众接受度之间实现了很好的平衡。带有身
体野性与自然主义风格的弗拉明戈舞，舞蹈强烈的节奏被
音乐加持，并有机融合进色彩感与光亮感十足的音乐氛围
中。视听贯通，创造出特殊的气场，欢快充满舞台，犹如节
庆，调动并呼应了观众情绪的上下起伏。

虽然音乐剧《唐璜》中“性与爱、占有与嫉妒、孤独与死
亡”的主题相对弱化，人物性格转换也有些突兀，但这并不
影响创作的艺术高度。超越宗教和道德，落位人性化立场
的艺术处理，才更有生命力。因为，诞生于工业革命和消费
主义时代的音乐剧，好看才是硬道理。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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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在前滩31演艺中心驻演

的上海版百老汇全英文音乐剧《娜塔莎、

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日前刚结束

了春节前的最后一场演出。赶在过年前，

中外主创们一起去豫园城市漫步体验年

味。剧中扮演索尼娅的00后音乐剧演员

陈玉婷也第一次来到了豫园。

“来上海打拼闯荡两年多，每到过年前

就特别感慨。”一身红衣、戴着喜气洋洋的

龙头帽，冒着小雨逛逛吃吃的厦门女孩，心

情和脚步一样雀跃。“看到了一个那么漂亮

又新鲜、充满新春气氛的上海，对接下来的

演出更期待了。”大年初四，她又将和伙伴

们重返舞台，继续《大彗星》之旅。

随着《大彗星》首轮驻演的轰动，女二

号陈玉婷这个“宝藏女孩”终于被更多观

众看到和喜爱，也让她每次谢幕时都百感

交集。观众眼中大红色调的星环状舞台

如火树银花般耀眼，殊不知这个舞台倾斜

又复杂，要在上面完成大量的唱跳段落难

度极大。“记得初登台时，需要做的所有动

作的重心都跟在排练厅里完全不一样，当

时穿的新鞋不太合脚，总担心在台上转圈

时会不小心踩空。”勤能补拙、熟能生巧，

陈玉婷这样应对排演过程中的挑战。

“我心里的索尼娅是一只有着安静光

芒的‘纯白兔子’，温柔无害但其实很敏

锐，特别是想要保护自己珍爱的事物时，

会爆发出非常惊人的力量。”早些时候，有

人认为这个子纤小的女孩不适合扮演“大

女主”，而外柔内刚的陈玉婷用一个个角

色证明——努力和实力，是一个年轻音乐

剧演员的立身之本。

她唱哭了百老汇的选角导演

在全球有近4500名演员报名，以百

老汇流程为基础的国际化团队排演，上

海版 《大彗星》 的竞争之激烈可见一

斑。陈玉婷报名参演这部全英文音乐

剧，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其实她在南

京艺术学院音乐剧系念大二时就喜欢上

了《大彗星》的音乐，特别是剧中女主

角娜塔莎的著名唱段《别无他人》，正是她

期末考试时的曲目之一。

在应聘上海版《大彗星》角色那天，女

孩特意穿上了剧中娜塔莎会穿的白裙子，

还戴上了怀表项链，唱响了《别无他人》。

她说，当时揣着一颗想要靠近原版娜塔莎

的心，一颗对角色努力争取的心，一颗极

为紧张的心。也许这份重重叠加的矛盾

和纠结，刚好特别符合娜塔莎在《别无他

人》中的心境，陈玉婷醇美的嗓音背后，更

凝聚着一个女孩心底对爱、对未来的无限

期待。“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无人知晓，只有

你和我……”悸动的情感是如此动人，角色

与演员本人的灵魂在这首歌里合一了，一

曲唱罢，余音袅袅，全场寂静无声，《大彗

星》导演、编舞克洛伊默默拭去泪水带头鼓

掌，“小姑娘，你把我唱哭了”。

“其实，唱着唱着，我自己也哭了。这

就是音乐的魅力，我唱的歌打动了别人，

我被肯定了——这就是作为音乐剧演员

的一种骄傲。”陈玉婷说，这是她成长至今

唱过的内心情感最复杂、也最真挚的一版

《别无他人》，每个音符也融入了自己从事

音乐剧道路以来的初心，所以真真切切地

把听者和自己都唱感动了。

隐于女一号身后找到自己的光

虽然陈玉婷没能得到最想要的女一

号，娜塔莎的闺中密友索尼娅一角陈玉婷

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因为她想要参

与这样一部高标准制作的音乐剧，更何况

每个角色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光芒。

心怀对娜塔莎的深厚友谊与理解，陈

玉婷用偏低沉的嗓音，呈现了属于索尼娅

的独唱曲《独自一人》。随着舒缓温柔的

钢琴声响起，女孩清澈又透亮的歌声，让

热闹喧嚣的舞台安静下来。“在一众外国

演员里，她的演唱完全不逊色。”“她的歌

声里有天使般的纯洁和忠诚。”“比《罗密

欧与朱丽叶》中文版时期唱得更好了。”观

众都被陈玉婷在这首“闺蜜之歌”中层次

饱满的歌唱所打动。她的老师们也在观

剧后表示，这个角色让她从原本甜美的声

音中抽离，用更沉稳的声线诠释了一个善

良质朴的女孩，展现了一个专业音乐剧演

员的丰富和多面。

全英文台词与唱段，怎么啃下来？“就

是用笨办法。”反复听原版的原声带，吃

不准发音就请教剧组的外籍演员，所有

歌词都手抄在随身携带、随时可以翻阅

的小本子上，与陈玉婷刚进组联排时那

分不清白天黑夜的头两周相比，这些都

不算什么。“当时为了跟上全组的进度，

每天晚上凌晨两点多都不能睡……”走

出至暗时刻，人们终于看到聚光灯下挥

洒自如、状态稳定的索尼娅。在今年3月

迎来其他卡司之前，陈玉婷还要继续演下

去，安安静静的她坚持不轧戏、不分心，因

为“演员对自己的角色用情用心有多深，

观众都能感受到”。

  后陈玉婷参演“上海制作”百老汇全英文音乐剧

去发光吧，《大彗星》中的“纯白兔子”

70多年前，著名汉学家、作家、荷兰

外交官高罗佩开始改良中国传统公案

小说，他借鉴中国文化的元素，融合西

方侦探小说的类型写作手法，最终历18

年著成《大唐狄公案》。唐朝武周时期

官至宰相的狄仁杰，被塑造成“中国版

福尔摩斯”，进入世界文坛。

今晚，改编自同名小说，古装悬疑

剧《大唐狄公案》将在央视八套首播，优

酷海内外同步上线。与此同时，奈飞也

已购入该剧播出版权，作为奈飞首部购

得的中国古装悬疑剧，该剧将在稍后登

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在高罗佩的原著小说里，围绕狄仁

杰这一主角，作者铺开了唐朝民俗和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绘就一幅涵盖了从

士大夫到贩夫走卒的浮世绘。今与观

众见面的新剧由张嘉益任艺术总监，李

云亮任总导演，京榆为总编剧，周一围、

王丽坤、钟楚曦领衔主演，张嘉益、张若

昀特邀出演。

由狄公年轻时讲起，以单
元案件布局古装推理

电视剧《大唐狄公案》以单元案件

布局谋篇。主创从小说里遴选凤印案、

屏风案、黄金奇案、雨师传说、红亭子、

沙漠追凶、空葫芦、云雀啁啾、朝云书馆

等九大奇案，以彼此独立又与主线呼应

的形式打造古装硬核推理故事。

作为全剧开场首个案件，凤印案在

原著基础上进行了二创与扩容。象征

至高无上权力的“凤印”丢失，城中疯传

的“天火”流言，尚未拜官赴任却已面临

重重疑云和挑战，青年狄仁杰的命运一

开场便令人揪心。事实上，这段剧情简

介一定程度透出了《大唐狄公案》的独

到之处。都说“唐生狄仁杰，宋出包龙

图”，狄仁杰身后被写入了各朝代的文

艺作品，成为大众视野里的文化符号、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之一。此次《大唐

狄公案》将镜头对准鲜为人知的狄公青

年时。剧中的狄仁杰文武双全、恣意洒

脱，“好管闲事”既是他生动鲜活的性格

底色，也照见人物内在捍卫律法正义、

对真相一追到底的炽热之心。

总导演李云亮表达创作初衷：“‘人

世无常，义理永存’是原著的精髓，也是改

编的基础，更是这部剧的底色。”总编剧

京榆则表示，剧本创作追求“凡有伏笔，

必有交代”，希望将东方公案中“案发－

查案－破案”的叙事闭环发挥到极致。

“这一个狄仁杰”，是中外
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笔

电视剧《大唐狄公案》的创作历时

九年，台前幕后近三万名工作人员将东

方审美贯穿拍摄全程，全剧覆盖长安、

蓬莱、兰坊等大唐地域，既展现了沙漠、

海岛、中原、雪域的自然风光，又有市

井、江湖、庙堂等多元的人文场景，制作

不可谓不精致。比如黄金奇案里，美术

团队以1∶1的比例搭建了一条完整的

70余米长的唐代古船；雨师传说里，雨

师赤松子这一形象，源于古代经典《山

海经》，传统文化基因在影像中有了丰

满血肉。

“狄仁杰”的故事早已随各种电影、

电视剧、网剧甚至短剧进入千万家，“狄

仁杰”亦几乎成为《西游记》之外又一个

重要的中国故事IP。此前观众熟悉的

同题故事里，无论是梁冠华主演的《神

探狄仁杰》，还是富大龙版本的《神探狄

仁杰前传》，或陈宝国的《龙珠风暴》，乃

至徐克导演的系列影片，本世纪尚没有

一部影视作品由高罗佩小说改编而

来。但恰是被称为“精神古代中国人”

的高罗佩，写出了与《资治通鉴》《旧唐

书》乃至吴趼人的公案小说《狄公案》、

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则天》里颇为不

同、免于脸谱化的狄仁杰。

高罗佩笔下的“这一个”狄仁杰有

良知有担当，同时也有局限。他既有浓

厚的人情味道，他探案过程中遭遇的

人、事、物也都彼此关联，共同营造着具

体的时空。作家韩松落称：“高罗佩是

狄仁杰故事的重新发掘者，也是狄仁杰

故事的价值重估者，他把狄仁杰故事从

亚文化推向了正典，成为中外文化交流

史上的一笔。”有意思的是，不仅西方受

众曾关注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钱锺

书先生亦做过该小说的摘抄笔记。《钱

锺书手稿集 · 外文笔记》第18册里，在

所收编号为104的笔记本里就有钱先

生摘抄的《黄金案》英文原著段落。

截至昨晚发稿时，电视剧《大唐狄

公案》在平台预约人次已超过700万。

正如高罗佩之子托马斯 ·范 ·古利克所

说，“狄仁杰在西方有着很高的人气，西

方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古老的东方文

化有着浓厚兴趣”，他和许多中国观众

一样，期待电视剧在欧美地区播出，让

更多人感受中国文化之美。

改编自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小说，央视八套首播，奈飞已购海外版权

古装剧《大唐狄公案》今海内外同步上线

今年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的入围片

单上，《芭比》的票房最高，争议声最

大，《奥本海默》获得提名的奖项最多，

导演诺兰几乎被默认预定了最佳导演

奖，《花月杀手》被视为《奥本海默》最

大的竞争对手——它们是今年最佳影

片奖赔率最高的三部。《坠落的审判》

《可怜的东西》《大师》《留校联盟》关

注点在男女主角和表演，相比之下，

《美国小说》和《过往人生》低调得近

乎陪跑。

然而随着颁奖季的奖项逐渐揭

晓，英美多位影评作者们认为，《芭比》

《奥本海默》《花月杀手》“三足鼎立”很

可能是公众看到的热闹，《美国小说》

和《过往人生》这两部文艺小品才是被

低估的“黑马”。在今年整体乏味的奥

斯卡候选影片中，这两部影片既同属

于热度未退的“少数族裔叙事”，又以

各自独特的路径向好莱坞正在刻奇化

的“少数族裔叙事”发起挑战，喜剧的

《美国小说》和忧伤的《过往人生》共同

以“喜剧的忧伤”调侃着这个时代的美

国主流叙事：面向大众的电影到底需

要什么样的少数族裔故事？

皆大欢喜的“进步”

《美国小说》里有一个场面，一场

作者见面会上，白人女主持一脸深情

地请小说卖到洛阳纸贵的黑人女作家

分享创作心得，这位爆款作家义正词

严地说着：“我们这个群体的声音在哪

里？我们的故事在哪里呢？”在座众

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纷纷颔首且

眼露泪光。接着，当这位被视为“非裔

美国人代言”的女作家翻开她的小说，

念出一段充斥着贫民社区的暴力和性

的陈词滥调时，镜头不动声色地一切，

画面上转瞬即逝是白人女主持不耐烦

的嫌弃表情。

喜剧没有正面出现，但是喜剧精

神支配着这个伪装成正剧的假正经情

境：从创作者到受众，所有人心照不宣

地投入于表演“为平权发声”。被白人

垄断、又出于市场需要而必得“正确发

声”的出版界，预设了有色人群的作者

书写“被侮辱被损害的边缘人”的故

事；作者明知这是掌握话语权的行业

系统和消费市场制造的媚俗命题作

文，照单全收了偏见并投其所好，作为

文艺名利场的投名状；消费者和评论

界明知这是内容制作方所表演的“正

确”，仍甘之如饴地投入其中，为这场

声势浩大的演出制造闭环，也就造成

了皆大欢喜的“进步”。

白面具，黑面具

《美国小说》的男主角蒙克是郁郁

不得志的学者，当他像白人作者一样

写着学术著作时，寂寂无名，经济困

顿，他一朝投入这场“少数族裔”的表

演，一部故意“粗鄙”的、刻意自我奇观

的“黑人文学”作品却让他咸鱼翻身。

《美国小说》明白地嘲讽着英语文学出

版界的偏见之怪现状，又何尝不是对

这些年电影评选中宛如游戏进度条的

“族裔平等”的调侃。

片名里的fiction是广义的“虚构文

学”的意思，有色人群的身份认同成为

一场事先张扬的“虚构文学”，牵扯出

罄竹难书的虚伪和虚无。蒙克的弟弟

克里夫堕落成声名狼藉的匪帮，然而

他在公共空间里是失语的，他的形象

被兄长、被功成名就的畅销书女作家

们剥削，成为他们在文学奖项中逐鹿

的工具人。蒙克曾不惜一切地渴望抹

去“黑皮肤白皮肤”的分别，进入被白

人学者垄断的文艺理论领域，渴望自

己能超越肤色被视为“广义的知识分

子”而非“黑人知识分子”。这正应了

黑人作家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里

的总结，黑人群体被塑造了至深的群

体自卑，他们追求的“平等”是一张白

面具。至于那位坚持制造“原生态黑

人文学”的女作家，她牢固捍卫的“黑

面具”与其说是身份认同，倒不如说是

顺从于资本和名利的选择，就好像以

“反消费主义”为卖点的消费主义。蒙

克和女作家都明白他们各自背叛了真

实的身份认知，但是当他俩在文学评

奖否决一部黑人题材作品时，反对无

效，三名白人评委激动地宣称：“这让

我们听到了黑人的声音！”《美国小说》

并不深刻，但足够让人们看清支配着

“身份”和“话语”的权力关系。

失语和回击

《过往人生》不至于如此尖刻，不

过联想去年在奥斯卡评选中大获全胜

的《瞬息全宇宙》对亚裔生活和家庭

关系的套路化想象，《过往人生》可

算是温柔且文艺的反击。《过往人

生》 里不存在被东亚伦理支配的情

感窒息的大家庭，没有含辛茹苦开洗

衣店或餐馆的一代移民，也没有一个

为了“群体融入”而痛苦不堪的年轻

二代移民——塑造“疯狂亚洲人”的全

部配方在此失效。

韩裔女作家席琳 · 宋在她的导演

处女作里，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剧作思

路，她在恋人亲密关系的离合和移民

的身份摇摆之间建立微妙的平行对

应。疏于联系的青梅竹马属于逐渐淡

忘的故土，为了创作的野心和不可知

的未来，女主角似乎功利又终于顺理

成章地选择了一个说英语的犹太人。

以初恋隐喻去国怀乡，错过的因缘对应

消逝的文化身份，这未必是全新的创

造；女主角与初恋久别重逢，若有所思

地对此时的丈夫说出“在他面前，我已

经不是韩国人了，我变得太美国了。”这

也是预料之中的感叹。但《过往人生》

仍然给好莱坞带去前所未有的电影表

达，这就是电影开始的第一个画面，在

人声鼎沸的酒吧里，旁白的声音揣测

着画面上一女二男的关系，突然，这个

亚裔女子转头，双眼直视着凝望她的

镜头，她坚定地回应、对视着投向她的

“看”，给出充满勇气的“回看”。

《美国小说》结束于两个黑人作家

在话语场中的“失语”，《过往人生》开

始于亚裔女性主动的目光回击，闹剧

般的“失声”和安静的“回看”，构成对

当下好莱坞少数族裔故事的充满力量

的质问。

好莱坞需要什么样的少数族裔故事？

“颁奖季热点新观察”系列

《大唐狄公案》海报。

喜剧的《美国小说》和忧伤的《过往人生》共同以“喜剧的忧伤”调侃着这个时代的美国主流叙事，《美国小说》结束

于两个黑人作家在话语场中的“失语”，《过往人生》开始于亚裔女性主动的目光回击，闹剧般的“失声”和安静的“回

看”，构成对当下好莱坞少数族裔故事的充满力量的质问。图为《美国小说》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