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6月3日 星期一 5文化 责任编辑/杨 燕

■本报记者 姜方

“中国音乐剧发展至今已超过40年，简单

模仿、仅制作中文版的时代该结束了。”原创音

乐剧《麦克白夫人》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

的首轮30场演出昨天收官，这部由上海文化广

场与徐俊戏剧联合海外资源共同创制的作品，

标志着全新的中外联创模式正在申城舞台逐渐

成型。“在国际化主创的相互欣赏、交流与碰

撞中，为中国原创音乐剧提供更多元的视角和

创新的可能。”徐俊告诉记者。

最近，申城舞台不仅有《麦克白夫人》《德

米安》等中外团队联合打造的音乐剧热演，从

高校到演出方都在探索剧校融合新模式，打破

艺术美育边界。近日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出品

的音乐剧《摇滚学校》走进上海市世外小学，

为300余名学生带来生动有趣的音乐剧工作

坊；刚结束热演的上海音乐学院出品红色题材

音乐剧《忠诚》，以“音乐+思政”的路径将作

品送进上海杉达学院……从舞台到校园，东西

交融的“融”与突破圈层的“破”，如双翼助力

音乐剧充满活力地触达更多观众，实现青春一

代与时尚艺术的双向奔赴。

东方式转身让“麦克白夫人”学
得畅快

“从剧本、音乐到演员，我们以拥抱世界

经典的胸怀与国际班底合作。以全英文形式演

绎，意味着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找演员。”徐

俊告诉记者，拥有“德奥音乐剧女王”美誉的

玛雅 · 哈克福、西区热度极高的演员理查德 ·

卡森、曾在西区版音乐剧《汉密尔顿》中饰演

主角的英国演员卡尔 · 昆斯伯勒，都在此次中

国首演中贡献了各自的高光时刻，“接下来可

能还会有更多外国演员加盟，我们计划把《麦

克白夫人》推向海外市场”。

剧组中不仅有国际知名演员，也有何亮

辰、王梓庭、赵伟钢、庞盛之、殷浩伦、马灵

奇等中国翘楚。舞台交锋与合作中，玛雅 · 哈

克福追求写实，对人物气息、情绪、逻辑把握

等细节严格捕捉，让后辈们获益匪浅；西方演

员对中国写意美学和留白之美同样赞不绝口，

这恰恰是中外联创版《麦克白夫人》的整体风

格。“比如一个东方戏剧式的转身，也让玛雅

等外国演员花了不少时间揣摩学习，才找到感

觉。”徐俊说。

“座位离舞台超级近，细节尽收眼底”“镜像

视角太棒了”……此次《麦克白夫人》在上海

1862时尚艺术中心的开放式双面看台与对称

的舞美结构，都让观众们感到新奇。主创从原著

镜像设置的文本人物中获得启发，把隔空绝杀

等场景都设置成镜像。由百年老船厂改造的表

演艺术新空间，见证先锋、前卫、实验性的创想

在这里落地。

一部新创作品不免有提升空间，从音乐到

剧情，业内人士和观众也指出《麦克白夫人》需

要成长的地方。“原创精神就是不害怕失败，我

们会往更好的方向努力。”在徐俊看来，年轻

从业者身上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创新的冲动与灵

气，“当我们都能以百分之百的热情、精力与

勇气投入原创，中国音乐剧行业将会有光明的

前途”。

在高燃课堂的实践中感知艺术之美

“音乐剧教父”安德鲁 ·劳埃德 ·韦伯70岁

时的突破之作《摇滚学校》今夏将于前滩31演

艺中心上演。在原版经典即将飞抵上海之际，

该剧全国运营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携手音乐剧

教育机构“爱作剧”开启系列校园活动，为申城

学生们带来高燃音乐剧课堂。

在上海市世外小学的工作坊里，从打响节

拍、揣摩歌词唱腔的轻重音，到和着伴奏学唱一

段完整的歌曲，再到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到数分

钟的片段展演，颇有音乐节现场的热烈欢乐。

剧中，落魄的摇滚歌手杜威 ·芬始终心怀梦

想，偷偷在父母和校长眼皮子底下组建一支校

园摇滚乐队，带领孩子们释放真我。而校园工

作坊现场，留言板上贴满了写着孩子们心声的

彩色便签，鼓励他们放飞梦想。

过去数年中，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先后以

《音乐之声》等剧目走进校园。“音乐剧并非高不

可攀，相反，它形式新颖多样、现场氛围轻松、容

易入门。”总经理戴筱莹表示，近年来上海中小

学生校园音乐氛围越来越好。

制作原创音乐剧的脚步走得再稳些

申城舞台大中小剧场各类音乐剧盛装上

演，市场繁荣了、就业机会变多了，固然值得

欣喜。但也有业内人士冷静地表示，“每年首

演的原创剧目虽多，质量上乘的仍然屈指可

数；演员特别是头部演员资源缺乏，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

“无论是奔着大IP还是明星去，现在卖座

的音乐剧都拥有比较强的垂直观众群。粉丝为

了某个明星买票可以不计成本，但老百姓对高

价位演出票的消费力明显下滑，除非一部戏口

碑极佳观众才愿意埋单。”上海文化广场副总

经理费元洪说，十几年前一部海外大戏引进上

海，得益于极强的宣发力度，有可能获得票房

大丰收。“现在已步入碎片化传播时代，一部

音乐剧能触及观众的范围和力度不像过去那么

大，这也导致一些原创新剧要获得大众的关注

变得相对困难。”

仅以上海文化广场的60万会员为例，他

们贡献了这家剧场超过80%的票房。如何让

剧目触达更多对音乐剧有兴趣的观众，需要多

方深耕细作。学者认为，大众对音乐剧的消费

意愿和消费力、对戏剧生活的认识依然有待

提高。

“中国音乐剧的创作根基还没有那么深，

因此制作原创音乐剧的脚步切莫太急，可以走

得再稳一些。音乐剧是一门在不断创作中日臻

完美的舞台艺术，需要通过一轮轮的剧本朗

读、工作坊等环节反复调整，在首演前的打磨

环节可以多花一些时间。”费元洪对中国香港

两部原创音乐剧《顶头锤》《大状王》印象深

刻，“作品前后花了九年时间孵化，融入当地

特色的音乐语言也充分体现了文化自信”。

从业者们认为，做原创音乐剧是一件高风

险的事情，在百老汇有商业上的亏损也很正

常，毕竟从起用怎样的演员、如何宣发到场次

票价设定等每个环节，都会影响作品的票房与

口碑。当务之急，还是要不断总结原创经验，

从海内外音乐剧从业者身上获得养分，提升本

土创作者的经验与技术能力。

上海音乐剧市场热闹非凡，业内人士提醒高质量发展步伐要快更要稳

融与破，音乐剧加速抵达更阔的观众群

他的想法天马行空——孙悟空因为创伤后

应激障碍，不得不待在精神病院里；他的作品

令人热血沸腾——拥有各种异能的守夜人团队

奋战在抵御外敌、守护家国的第一线；他把神

话、现实和人生经验融合成新的故事架构，被

专家称为“游戏性现实主义”。1999年出生的

网络文学作家三九音域，其代表作《我在精神

病院学斩神》（以下简称《斩神》）登上番茄小

说巅峰榜，并且进入2023年网络文学影响力

榜单。

对三九音域的关注，不仅源于其年轻有

为，更在于他代表着网络文学领域的代际变

迁。本报记者通过与他的深入对话，从其代表

作《斩神》出发，探讨新一代网络文学作品在题

材选择、叙事手法、情感表达等方面所展现出的

崭新风貌。

记者：首先恭喜你的作品荣登2023年网络

文学影响力榜单。我们注意到，《斩神》中融合

了多种元素，包括守夜人的概念、迷雾末世等，

甚至融入了中国传统神话。你平时喜欢看哪些

类型的影视或文学作品？又是如何将这些多

元、不同类型的文化元素融入你的作品中？

答：实际上，《斩神》这部作品是以都市为背
景的异能类小说，这样的设定使得故事更加贴

近现实生活。同时，我融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

神话等元素，旨在增强读者的代入感。虽然我

看的影视剧不多，但我热衷于动漫，其中热血的

情节对我影响颇深。但我的灵感部分来源于现

实生活，例如《斩神》中的守夜人，就是我看新闻

中那些挺身抗洪的武警官兵、戍守边疆的解放

军战士时有感而发的。以这些英勇无畏的军人

群体为原型，我写下文学意义上的守夜人群体，

尽管称呼和外在表现各异，但我认为他们的精

神内核是一致的——勇敢、责任、担当，具有牺

牲精神。

记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守夜人这一群
体有着军人的热血体质与奉献精神。那么，你

是否认为网络小说应该向读者传递更多正能量

的精神？

答：我认为网络文学的意义在于其多样性，
它无需承担说教或指引的职能。网络文学本身

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它允许作者和读者在文字间

寻求共鸣。就我个人而言，我偏爱创作热血的作

品，这自然赢得了喜欢热血情节的读者的喜爱。

然而，我在阅读他人作品时，有时会选择带有恐

惧、悲伤、愤怒等情绪的作品。网络文学的花园

之美好就在于多样性，既有热血题材，也有悬疑、

惊悚、现实、历史权谋等多种类型，各自精彩。

记者：能否谈谈当前网络文学市场的特点
或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向？你认为《斩神》这

部作品与以往的网络文学作品相比有哪些独

特之处？此外，有人认为网络文学中的“爽感”

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但也有人认为它是高质

量、快节奏叙事方式的体现。你如何看待这一

观点？

答：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看网络文学
了，可以说是从小看到大，而我写小说也是因为

自己喜欢看。网络文学市场一直处于不断的发

展变化之中。与过去相比，如今的网络文学更

加注重创新和新颖元素的融入，同时加强了与

现代生活的联系和代入感。

十年前的网络文学，开局往往是主角捡到

了个宝物，或者获得了某个“金手指”，然后开始

平凡人的逆袭之旅。而现在的网络文学尽管还

有使用这些套路的作品，但是可以看到更多的

创新，尤其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融入感和代

入感，这样更符合当下年轻人对于网络文学的

需求。比如在《斩神》出现的某个精神病人，是

无力挽救战友而抑郁寡欢的孙悟空，一方面对

传统神话中的角色进行了二次创造，另一方面

又让主角与“金手指”的互动方式更为新颖。类

似这样的都市幻想、都市异能类型的作品，过去

相对比较少见，而我也是不断去看前人的作品、

不断去延伸和拓展，加入更多的创新元素，形成

自己的风格。

关于网络文学较为突出的“爽感”，在我看

来它其实是时代发展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某种新

的要求。追求爽感本质上是人们获得愉悦或精

神放松的需求，当故事主角通过快速“升级”和

碾压对手，读者能够从中获得胜利的共情。爽

感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在于如何将其合理

地融入故事之中，同时不牺牲逻辑和故事质

量。以《西游记》为例，孙悟空大闹天宫、一路斩

妖除魔的情节，不爽吗？所以，其实爽感本身并

不会让作品失去格调，是一种符合人们情绪需

求的正常表达。

针对过往爽文的负面评价，主要源于部分

作品在追求情节刺激与阅读快感时，忽视了情

节的逻辑性与合理性，过度依赖简单粗暴的爽

文桥段堆砌。但如果能够在确保剧情质量的前

提下，巧妙地运用爽文的创作方式，无疑能为作

品增添更多魅力。

记者：在新作《我不是戏神》中，你引入了哪
些新颖的构思或“升级”元素？能否分享一下新

作的创作理念？对于你来说，创作过程中有没

有遇到过困难？很多读者喜欢你的作品逻辑严

密，你是如何实现叙事逻辑闭环的？

答：《我不是戏神》的核心构思在于探索戏
台与观众之间的微妙联系。作品主角体内寄宿

着一群热衷于观看故事的观众。观众对主角人

生精彩度的期待值直接影响主角的际遇。当主

角能够满足观众期待时，他将会获得相应的奖

励；反之，则会遭遇不幸。这种设定不仅为主角

的成长提供了独特的驱动力，也使得作品内外

产生了有趣的交互。我个人认为，这种设定相

较于《斩神》更加引人入胜。

在构思阶段，设计新的“金手指”和精彩剧

情是一个充满乐趣的过程。然而，一旦开始写

作，尤其是在需要持续更新数百万字的长篇小

说时，写作压力便会显著增加。每天需要完成

4000至6000字的写作任务，这样的高强度工作

往往持续两年以上，几乎没有休息日。长时间

写作带来的身体疲惫和精神压力，使得创作过

程并不轻松。

虽然许多作家通过大纲来规划故事走向，

但我更倾向于在写作过程中自由发挥。不过，

这也意味着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思路卡壳

的困境。尽管这种方式有时会让创作过程变得

煎熬，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

记者：中国的网络文学保持着蓬勃发展的
势头，一直有新人不断加入这个领域。作为资

深作者，你对于后来者有哪些建议或寄语吗？

答：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坚持的重要性。创
作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持久的毅力和耐心，许多

新作者往往因为缺乏这种品质而半途而废。为

了保持稳定的读者群体，网络文学作者必须保

持稳定的更新频率。其次，不要盲目模仿他人，

要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兴趣选择创作方向。只有

融入自己的创新元素，才能避免陷入他人的阴

影之中。新手大多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入

手，也可以尝试结合个人职业背景进行创新，但

无论选择何种方向，都应注重内容的逻辑性和

合理性。

创作一部作品，本质上是在创造一个世界，

打造一个好的IP，深度和质量是最重要的。

对话嘉宾 三九音域（网络作家）卫中（本报记者）

《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登番茄小说巅峰榜并进入    年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单

写作“金手指”是青春热血也是恒久努力

在心理悬疑电影《母亲的直觉》

里，两位奥斯卡获奖者安妮 ·海瑟薇

和杰西卡 ·查斯坦的同框飙戏是一大

亮点，但仅仅是这样并不足够让人满

意。无论是在北美还是中国，《母亲

的直觉》的票房和口碑表现都不尽如

人意，而这一切难以全部推诿给不给

力的宣传和发行。

“危险甚至致命的女性过度行

为，几乎已经成为好莱坞经典情节里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海外影评人这

样描述《母亲的直觉》。国内网友则

在评分网站写道：“2024年，我为什么

在看这样的电影？”上世纪60年代的

美国中产家庭、因为孩子失控的母

亲、躲在暗处暴怒的父亲  过时的

设定和陈旧的故事，让作品本身沦为

了海瑟薇和“劳模姐”的复古变装秀，

也注定无法让观众为其埋单。

一场意外，两个家庭的破碎

《母亲的直觉》的故事从圆满一

步步走向分崩离析，爱丽丝（杰西卡 ·

查斯坦饰）和席琳（安妮 ·海瑟薇饰）

本是相邻而居的好友，各自有着美满

幸福的家庭和年龄相仿的儿子提奥

和迈克斯。一天，迈克斯的意外坠亡

打破了平静，席琳因为痛失爱子游走

在崩溃边缘，爱丽丝则因为没能救下

迈克斯心生愧疚而变得敏感多疑，两

个家庭也因此摇摇欲坠。

无论是悬念设定还是主人公多

变、暧昧的心理活动，《母亲的直觉》

都带着希区柯克式的意味。掌镜过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万物理论》等

作品，法国摄影师班诺特 ·德姆担任

了电影的导演，他为自己的作品打造

了具有幽闭氛围的场景，篱笆围起的

草坪、孩子们挖出的小地道、若隐若

现的天花板以及狭小的地下室，都给

人压抑、难以呼吸的观感。

仅耗时24天就拍摄完成，《母亲

的直觉》可以说是2018年法国电影

《双姝》的忠实翻拍。相比原著小说

《仇恨背后》，电影的名字直接点题。

当爱丽丝看见提奥站在阳台吹泡泡

时，她用尽力气爬过篱笆怒斥好

友。这一刻，她断定一脸无辜的席

琳必定是在“测试”她——彼时她是

否有能力以最快速度救下迈克斯，

来避免悲剧的发生。这场事故唤醒

了爱丽丝的童年创伤与焦虑症，让

她对席琳的一举一动都异常敏感。

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直觉全然正确，

爱丽丝的直觉与席琳的恶念，两者

先来后到的顺序是电影留下的最大

谜题。

    年，观众需要怎
样的叙事

“让我的角色心碎的是，她在悲

伤中被污名化了，这孤立了她，让一

切变得更糟。在整个过程中，女性

是如此孤独，她们背负着基于外部

性别观念的既定身份。”《母亲的直

觉》首映前，安妮 · 海瑟薇这样谈到

自己饰演的角色，好友一家的怀疑

与拒绝、丈夫不由分说的指责、不能

再生育的身体，都变成事故之后席

琳愈演愈烈的心魔。反观爱丽丝，

一个典型的为家庭放弃工作的女

性，曾是记者的她，在向丈夫倾诉了

想要重返职场的心愿后，也只得到

“不如为校报写文章”的建议。

相比于电影，小说《仇恨背后》

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聚焦同一个

核心事件的前提下，它提供了一个

更纵深、更多维的视角，故事从两位

女主角的怀孕初期写起，讲述她们

身为人母的小心翼翼、在丈夫缺位

的情况下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如

何学习做一个正确的母亲。她们不

喝一滴酒、减少调味品的摄入、聆听

古典乐、练习瑜伽。面对丈夫“你成

为了圣人”的称赞，女主角喊道：“我

不是圣人，而是怀孕的假人。”

当一个生命脱离母体后，百分

百的完美保护便是奢望。原著文学

作品向读者发问：为了拯救一个孩

子、挽回一个家庭，人会跨越哪些阻

碍和界限？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与对

父母职责的思考或许显得有些平

淡，却比电影浅尝辄止的性别议题

和流于表面的刻板印象更具价值。

安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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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
薇
和
杰
西
卡
·

查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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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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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困
在
﹃
母
亲
﹄
里
的
女
演
员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由上海文化广场与徐俊戏剧联合海外资源共同创制，原创音乐剧《麦克白夫人》在上海1862

时尚艺术中心的首轮30场演出昨天收官。 （演出方供图）

心理悬疑片《母亲的直觉》登陆国内大银幕，安妮 ·海瑟薇和杰西卡 ·查斯坦的携手出演并未给

作品带来高热度。

 网络文

学作家三九音

域及其代表作

《我在精神病

院学斩神》。

（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