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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昌永：线下我还看过蛮多的，

以前去国外去演出的时候，我会去

看，在国内我也看过很多，包括大

舞台、实验型小剧场等。经典的剧

目很多，《爱乐之都》中给大家展

现的不少剧目就很值得推荐，比如

《人间失格》，对吧？上音最近几

年也创作了不少原创音乐剧，比如

《忠诚》、《春上海 1949》等。

《新民周刊》：要告别《爱乐

之都》的舞台了，您有什么感想吗？

廖昌永：感慨很多，我们 32 个

演员都是好样的，能入选本身就代

表他们是优秀的。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节目的录制就像集训营一样，

让演员、导演、作曲、舞美、剧作

家一起相互激发，所有的这些演员，

不但业务上得到了提高，同时也拓

宽了自己，交到很多的朋友，让更

多的人看到了他们的才华，愿意跟

他们一起合作。

同时，我想这是个非常好的经

历，我也很感动，有这么多可爱的、

过节目有所推进。

从我本人的职业来讲，我也希

望通过这样一些文化类节目的录制，

对我们的人才培养，对中国音乐剧

市场以及中国音乐市场的拓展，再

说私心一点，对于学校以后学生的

就业创业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一方面，现在电视节目从

以前的纯娱乐节目到现在越来越多

的文化类节目，电视制作越来越成

熟，越来越多元化，而我们文艺工

作者也要在这里面发出正确的声音

和关注，和市场一起共同成长。

《新民周刊》：节目已经正式

收官了，有哪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舞台吗？

廖昌永：应该说每一个，我都

挺（印象深刻）。可以看得出来，

《爱乐之都》这次从策划到舞台呈

现上，大家都是非常用心的，节目

中，我们不但有经典剧目的推广，

也有对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大力扶持；

有国际化的制作，也有本土化的制

作。其中有一些剧目是经过多轮演

出的，还有一些是对新剧目的孵化，

总决赛到最后，可以说是孵化了两

台戏——一个是《潜伏》，还有一

个是《少年的你》，这两台戏都是

根据很成功的影视剧改编创作的，

看完之后我很受感动。

剧目导演也是很用功，我看了

之后，对我们中国音乐剧市场，包

括我们从业者的恒心、决心和他们

的创新，都是非常期待的。

《新民周刊》：过去几年，您

有走进剧场欣赏过音乐剧吗？《爱

乐之都》播出后，也吸引了不少以

前没走进过剧场，但对音乐剧开始

感兴趣的观众，您能否推荐一些剧

目？

有才华的年轻人，还坚守在这样一

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为这样一个事

业而拼搏，我真是非常感谢东方卫

视能够拿出这么一段宝贵的时间为

这个社会介绍音乐剧，为大家介绍

这么一群有志向有追求的年轻音乐

人，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工作是非

常有意义。

我想说，中国音乐剧加油，中

国音乐剧人要加油。所有热爱音乐

剧的观众朋友，我们一起努力把中

国的音乐剧市场做得更好。

“音乐剧演员
坚持下来不容易”

《新民周刊》：您在节目中说，

爱乐之都的参赛选手和现在活跃在

音乐剧舞台的演员们是中国音乐剧

的开拓者，您本人在 2002 年就曾出

演过音乐剧《日出》，应该说也是

中国音乐剧的先驱，可以谈谈这一

作品吗？现在观众朋友还有机会看

到这个作品吗？

廖昌永：其实《日出》不是我

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最早应该是在

1995、1996 年就演过，是我们上海

自己制作的，叫《夜半歌魂》，有

点像《夜半歌声》和《剧院幽灵》

的混合版。后面在成都也做了一部

音乐剧《一醒惊天》，有了这个戏

以后才有了《金沙》《日出》等等。

我应该是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第一批

人，包括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剧专

业，其实也是我主导筹建的，当时

筹建在声歌系，但后来建议他们还

是独立成系，就有了音乐戏剧系。

音乐戏剧系不像音乐学院里边

一些传统强系，已经有几十年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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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全产业链文化

推广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