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3 日，中国出版集团与中国

建筑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

首批“读者之家”揭牌仪式在京举行。

活动现场，双方合作建设的首批

“读者之家”实体阅读空间正式揭牌。据

了解，“读者之家”将结合中国建筑集团

的专业技术与丰富经验，以及中国出版

集团的丰富出版资源和文化底蕴，打造

集阅读、交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

化空间，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温

馨、便捷、智能的阅读环境，推动全民阅

读活动深入开展。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全民阅

读、重点项目建设、园区改造、城市更

新、履行社会责任等领域加强交流合

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切实

保障重点项目优质履约，推动出版 + 建

筑、文化 + 空间，以文化赋能建筑空间，

携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渊据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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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创作生产———

激发原创力 提升影响力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

海不复回！”展现李白诗意人生的音乐

剧《将进酒》刚刚结束了 11 个城市的巡

演，受到观众欢迎。不久前，首届上海

“演艺大世界音乐剧风云榜”与首届“北

京·天桥音乐剧年度盛典”举办，来自各

地的音乐剧从业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音乐剧发展的新气象。近年来，音乐剧

演出市场呈现蓬勃态势，逐渐跨越以引

进为主的阶段，发力原创剧目，增强精品

意识，市场化探索也颇有成效，成为舞台

艺术领域一大亮点。

丰富题材 创新表达

曾经，音乐剧市场上受追捧的大多

是引进剧目。近年来，本土原创音乐剧紧

紧抓住发展机遇，焕发出强劲的创造力。

随着国风国潮在年轻群体中的流

行，音乐剧创作者更加着力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宝库中汲取养分，将丰厚历史内涵

与创新表达相结合，实现文化底蕴与现代

审美的融会。浙江歌舞剧院创排的音乐剧

《南孔》，以“礼”贯穿始终，润物无声地传

递家国之思和礼仪之道。清雅的古琴音

韵、磅礴的民族舞蹈，辅以舞台上现代简

约的光影与传统美学的留白，营造出独特

的戏剧情境。作品既深度考量故事年代的

美学特点，又以现代审美打破时空距离，

让观众走进动人的历史故事。

同样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

乐剧《将进酒》，展现了饱含情感和智慧

的中华诗文之美。面对诗人李白这个大

众熟知的人物形象，如何讲出新意？《将

进酒》将故事聚焦于青少年李白，注重刻

画诗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让观众

穿越历史长河，看到那个意气风发、朝气

蓬勃的少年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在

舞台上呈现蜀地风土人情，提高了作品

的观赏性。有观众表示“在这个家喻户

晓的人物身上看到了盛唐气象”。作品

植根中华文化沃土，赋予传统以新的时

代内涵，因而能感染人、打动人、鼓舞人。

找到传统与当代的连接点，让观众

与古人共情共鸣，一批颇具青春质感的

古代题材音乐剧，受到年轻观众欢迎。

《赵氏孤儿》将主题定为“爱的光芒、勇气

的光芒、善良的光芒”，以当代视角审视

人物的人生选择，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契

合当下审美旨趣。《刺秦》探索了“戏曲

音乐剧”这一新形式，在非线性叙事中融

入京剧念唱、越剧女小生等戏曲元素，强

化作品的情节张力。《杨戬》将二郎神和

沉香的故事重新整合，人物形象立体多

面，让观众在传说故事中观照自我，探寻

成长、亲情、青春等人生主题。

与此同时，一批表现当代生活的现

实题材作品，不仅拓展了音乐剧表现领

域，而且赋予其新的审美品格。北京歌

剧舞剧院近年推出的现实题材作品《在

远方》《理想之城》《亦梦亦真》“奋斗三部

曲”，表现的都是当下观众感同身受的火

热生活。《在远方》围绕一批快递从业者

百折不挠的创业故事展开，反映社会日

新月异的发展变迁，阐发“远方不是脚到

达的地方，而是心超越的地方”。《亦梦

亦真》讲述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坚持不懈

创新攻坚，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困

境，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故事。

“京味儿”音乐剧《南墙计划》关注传统曲

艺代际传承，“京韵 + 布鲁斯”不只是曲

风的交融，更象征着代际之间的心灵对

话。这些作品见人见事见精神，具有时

代内涵和现实意义，较好地观照了社会

文化心理，以新题材新表达扩大观众覆

盖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歌舞演故事的

传统。当下音乐剧创作要发挥传统歌舞

的叙事优势，也要融入新的创意构思、题

材内容、表现手法，增强作品的现实感和

时代感，创作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观

众喜爱、市场欢迎的精品佳作。

探索模式 打造生态

类型多样的原创、改编和引进音乐

剧推动演出市场日渐升温，也促进了音

乐剧行业的良性循环。一些音乐剧制作

机构根据多样化的接受场景定制剧目，

一些驻场演出也在探索“主客共享、近悦

远来”的文旅融合之路，以满足当地居民

和外地游客的文化需求。

当夜幕低垂，灯光璀璨，上海这座

“爱乐之城”便奏响乐章，国风、流行、都

市等不同风格的 20 余部音乐剧交织上

演。人们可以探访环人民广场的“演艺

大世界”剧场群，来到集合沉浸式小剧场

的亚洲大厦，观赏驻演 3 年多仍一票难

求的《阿波罗尼亚》等音乐剧。城区其他

地方也有专业剧场上演音乐剧作品。在

前滩 31 演艺中心，改编自经典名著《战

争与和平》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

1812 年的大彗星》刚刚在这里结束了多

达 51 场的“限时驻演”。

一般来说，专业剧场长期驻演模式

是一个城市演出市场发达程度的试金

石。只有观剧人群足够庞大，才能支撑起

演出周期以“年”为单位的“长期驻演”模

式。研究显示，在演艺产业发达国家和

地区，占人口总数 5%的观众每年平均

观看演出 15 次以上，贡献了当地 30%多

的演出票房。与此同时，还需要人口总

数 5%—35%的观众每年观看 5 部以上

作品，才能支持演艺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文化消费潜力巨大，文化市场空间

无限，音乐剧行业有条件有机会走出一

条多样发展、多面开花的道路。

当前，我国音乐剧最普遍的演出模

式是专业剧场“定期轮换”、剧场院线“各

地巡演”，同时也出现了类似于亚洲大厦

这样的“长期驻演”形式。多形态演出模

式增加了音乐剧内容的多样化供给，让

观众有更多高品质作品可以选择。音乐

剧宣传发行方面，“不在看剧，就在看剧

路上”的观剧达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挥着

音乐剧推广的关键作用。用优秀剧目先

赢得 5%的资深音乐剧观众的青睐，再

吸引更多观众到来，成为当下效果显著

的音乐剧推广模式。

从惯例来看，音乐剧与传统舞台艺术

在运营上有较大不同。音乐剧行业往往采

取制作人中心制，这一模式有助于提高作

品的质量，提升剧目与受众的匹配度，营

造良好的剧场环境，服务文化产业发展。

专业制作人创新探索市场化路径，打通从

“工作坊到市场”的通道，优化从创作、制

作到运作全产业链的音乐剧生态。借鉴先

进创作运营模式，近年来，我国音乐剧产

业链逐步成熟，剧场经营、剧目制作、经纪

业务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实现更大产

出效益，推动行业稳步发展。

音乐剧的繁荣发展不能依赖单一模

式，差异化发展带来更广阔空间。比如，

诸多中小型民营戏剧工作室另辟蹊径，

明确类型化定位，尝试打造“小而美”的

音乐剧新空间，无形中改变着观演关系

和戏剧美学，给观众以独特的沉浸式审

美感受。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意识到剧场

不只是一个观剧的场所，还可以是一处

围绕表演艺术建构的生活美学场景，这

也意味着，以音乐剧为纽带的文旅融合

发展拥有更多可能。

近年来，我国音乐剧在孵化原创作

品、培养创作人才、丰富演出形态、培育观

众群体等方面成果显著。我们期待，中国

音乐剧在讲好中国故事上不断精进，更好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文化精品需求。

据叶人民日报曳

2023 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
记者从《人民文学》杂志社获悉，

2023 年度人民文学奖近日在四川泸州

颁奖。肖复兴、梁晓声获特别奖，吕铮

的《打击队》和余一鸣的《十竹斋密码》

获长篇小说奖，吴君的《万事如意》和徐

小斌的《杀死时间》获中篇小说奖，了一

容的《圈马谷》、汤成难的《咏叹调》获短

篇小说奖，刘文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生的九个瞬间》、谢有顺的《岭南观鸟

记》获散文奖，向以鲜的《蜗牛》、马累的

《在黄河边》获诗歌奖，黄传会的《一飞，

再飞》、徐剑的《爱心妈妈》获非虚构作

品奖，焦典凭借《北师大东门麦当劳买

不到桃桃乌冰激凌》《长河夜渡》、朱婧

凭借《吃东西的女人》获新人奖，许金龙

获翻译贡献奖。

本年度评委会主任之一、中国作协

副主席吴义勤介绍，所评作品思想艺术

水平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文学

评奖生态建设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

益的建设；获奖作家都是当代中国风头

正劲、年富力强的优秀作家，他们书写

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山乡巨变，描绘山川

秀丽、人民豪迈的恢宏气象，体现了勇

攀文学艺术高峰的努力。

据介绍，人民文学奖每年颁发一

次，评选范围为该年度在《人民文学》杂

志上刊发的优秀作品，以及该年度为

《人民文学》中文版和外文版作出巨大

贡献的作家与学者。 据叶光明日报曳

一季度演出市场精彩纷呈
下班后约朋友体验一场沉浸式话

剧，周末观看一场激情澎湃的演唱会，

闲暇时和家人观看一场精彩纷呈的舞

剧。今年以来，各类演出精彩纷呈，全

国多地演出市场迎来“开门红”。话剧、

舞剧、音乐节等热度的不断攀升，“小而

美”演艺新空间的蓬勃发展，充分释放

了文化消费潜力。

近期，专业剧场演出热门剧目内容

丰富，观演消费热情不减。原创话剧

《苏堤春晓》以宋韵美学为基调，融入当

代审美带领观众走进苏东坡的精神世

界；舞剧也呈现明显的“扎堆儿”现象，

《红楼梦》《李白》《只此青绿》《孔雀》等

多部原创舞剧均在上演。

记者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获悉，今

年第一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

乐场所演出）场次 11.90 万场，观演人数

3886.99 万人次。票房收入 108 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 116.87%，全国演出市场

开局势头向好，在场次、票房、观演人数

三个维度实现开门红。 渊据央视网冤

首批“读者之家”在京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