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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东方世界

虽然中心在欧美，但音乐剧在

亚洲尤其是在中日韩三国的发展，

同样值得重视。

正如纽约百老汇之于美国、伦

敦西区之于英国一样，四季剧团基本

成为日本音乐剧发展的代名词。四季

剧团1953 年成立于东京，最初演出

话剧；从60年代末开始逐渐将重心

转移到音乐剧的演出。四季剧团不断

搬演在欧美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功的剧

目，采用自己的演员，将它们翻译成

日语版演出，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

适于亚洲人演唱表演的体系。

经过长期努力，四季剧团不仅培

养了一批音乐剧迷，使音乐剧逐渐被

日本主流社会接受；同时还创作了一

批原创音乐剧，为世界音乐剧事业作

出了贡献，其中著名的有三部曲《李

香兰》《梦中醒来的梦》《勇太和他

的伙伴们》。如今，四季剧团每天有

8到10个剧组在日本各地进行公演，

每年有大约300万观众观看剧团年均

超过 3000场的演出。四季剧团以自

身的高品质追求，创造了与纽约百老

汇、伦敦西区同样具有国际水平的亚

洲音乐剧表演中心。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四季剧团的

创始人浅利庆太心系音乐剧在亚洲的

发展，为其他各国的音乐剧人才培养

提供援助。1995 年，中央戏剧学院

第一届、也是中国第一届音乐剧班开

设，这届学生的学习、实习、毕业演出、

工作等过程，都有四季剧团的大力支

持。杨佳正是当年首届音乐剧班的一

员，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她在

毕业后被浅利庆太选中，和其他几位

同学一起来到日本四季剧团成为音乐

剧演员，在几年时间里，经历了上千

场演出的实践，“真正明白了音乐剧

是怎么回事”。后来，杨佳回到中央

戏剧学院攻读音乐剧专业的硕士，之

后一直在国内从事音乐剧的实践与教

育工作。四季剧团与中国音乐剧领域

的友好合作关系持续至今。

杨佳和她的同学们去四季剧团

时，韩国也有一些年轻人来到那里开

始学习，后者回国后，同样成为该国

音乐剧发展的生力军。2000年之后，

韩国的音乐剧产业开始加速发展。韩

国先进的娱乐产业大力助推了音乐剧

的兴盛，尤其是一众流行歌舞明星转

向音乐剧，在2010年前后给这个产

业带来了爆发。除了翻演欧美经典剧

目，韩国本土原创的音乐剧势头同样

迅猛，在基本满足韩国国内的娱乐市

场需求之后，开始向周边国家输出，

中国无疑是他们非常看中的市场。目

前，中国的音乐剧领域中就有不少来

自韩国的作品。

中国音乐剧的起步时间同样是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经过 20 余年

的积累，近年来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

城市迎来了高速发展。中国的音乐剧

一方面需要更为专业的创作人才，另

一方面需要有原创的“爆款”剧目。

在杨佳看来，“民族的就是世

界的”在音乐剧领域尤其重要，并

且已经再三得到验证。例如，大量

运用发源于美国的 Rap 唱法是《汉

密尔顿》爆红的秘诀。那么，对于

中国而言，将传统戏曲、民间小调、

少数民族音乐与音乐剧巧妙融合，

很可能是创造能够风靡世界的中国

音乐剧的正确路径。2009 年，上海

戏剧学院已经率先在国内开设了中

国传统戏曲与音乐剧融合的“戏曲

音乐剧”专业，后来又开设了音乐

剧专业。目前，国内很多院校都已

开设音乐剧专业，培养了许多人才。

中国的音乐剧人，正在努力创造更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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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素敌小魔女》

中文版在京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