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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前不久，上海制作的音乐剧《我
的遗愿清单》在白玉兰剧场连演16
场，这部讲述了两位少年在完成遗
愿清单过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各种
奇遇的戏，打动了很多人心中最柔
软的地方，引发热烈追捧，甚至因追
星成名的“网红”都主动追来。因为
火爆的反响，这部戏从昨天开始，在
北京大隐剧院至乐汇艺术中心巡
演。而明年，它还将登陆上海大剧
院的中剧场。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近年来商业
化巡演的本土自制音乐剧很少——
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是中外团
队合作，因为明星效应和打包规则，
进行了全国巡演，那算是一种特殊的
存在。为什么？产业化程度低、制作
水平业余是关键。

作为中国音乐剧行业的桥头堡，
上海这些年涌现的音乐剧制作、演出
公司极多，除了“旗舰店”文化广场，很

多中小剧场也都在陆续做音乐剧，比
如人民广场剧院群和即将建成的徐汇
滨江、北外滩，都有音乐剧剧院的布
局。全部走引进大剧的路子，明显不
现实：价格贵、风险大、内容不够填充
这么多剧院。但是，做自制剧，只在上
海本土演出市场消化，也难以真正做
大，所以全国巡演是必然的趋势。

费元洪认为，这样的背景下，自
制剧就应该从中小成本做起：“这些
年，我们的制作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小
型音乐剧上，一方面技术上我们能
hold住，我们希望把它做好做精致；
另外，中国音乐剧市场上应该有更多
小戏出现，把各方面的人才和市场培
育好之后，再考虑大戏。我们要先学
会走，才能去跑、去跳。《我的遗愿清
单》不是我们第一部自制音乐剧，也
不是最后一部。我们有音乐剧的基
因，希望长出音乐剧的树，做一些接
地气的戏，和中国观众共情。”

距离获诺贝尔文学奖已有5年，
莫言终于在读者的“千呼万唤”中携
新作归来。新鲜出炉的《人民文学》
杂志首次开设“莫言新作”专栏，发表
了他的戏曲文学剧本和诗歌作品。
而他的另外3篇短篇小说也将于9月
中旬刊于《收获》杂志。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在文学刊物
上发表诗歌和戏曲文学作品。”近日
莫言接受了采访时表示，“2012年获
奖之后，我就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作
品。其实我一直在写，写完以后还是
想放一下，尽量打磨得让自己满意一
点儿，希望让读者也比较满意。”

莫言透露，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待
在家乡山东高密潜心创作。即将发
表的3篇小说，写的都是家乡的人和
事，总题目就叫《故乡人事》。

他始终关注那块由他在世界文
学版图上建立起的疆域“高密东北
乡”，正如他所说，写小说他还是会把
内容家乡化、故乡化。

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笔下的“高
密”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介绍
给了世界。阿尔巴尼亚翻译家伊里
亚兹·斯巴修和保加利亚青年翻译家
韩裴，都翻译过莫言的经典作品，并

获得2017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莫言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翻译起
到桥梁的作用，好的翻译还能为作品
增光添彩。他想把翻译过他作品的
翻译家都请到高密老家去，让他们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那里的生活氛围。

而读者翘首以盼的长篇小说，似
乎仍遥遥无期。对于这个问题，莫言
并未回避。在他看来，长篇并不是衡
量作家艺术成就的唯一标准。“长篇
也好、中篇也好、短篇也好，都是很重
要的。国外很多大作家，像契诃夫，
一辈子也没写过长篇，但他们的文学
地位依然是重要的。”莫言说，他对写
长篇还是充满了兴趣，也正在准备、
正在写，但什么时候能够写完、什么
时候能够满意到可以拿出来发表，可
能要过一段时间。

近年来，莫言开始参与一些文学
奖项的评选工作，他把“逼着自己做
一个认真的读者”看成一种享受。“首
先我是一个读者，我要把所有作品全
部认真读完，甚至不只读一遍，然后，
才能够从中评出我认为最好的作
品。”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80后、
70后已是文坛的主力军，90后初露
锋芒。 据新华社电

不能总盯着百老汇 也得时刻面对脚下土地

音乐剧市场需要多些原创“小戏”
近来音乐剧市场火爆，尤其是各种原版大剧的相继轰炸，让

观众过足了瘾。然而，也有人意识到，这会不会像电影进口大片
一样，让本土的音乐剧难以存活发展？对此，音乐剧行业专家、上
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表示，本土音乐剧有“接地气”的天然
优势，但要真正发展壮大，“需要先有更多的小戏出现，等把各方
面的人才和市场培育好之后，再考虑大戏。”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时隔5年再出新作

莫言：让自己满意，读者也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