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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演员
全情投入难舍上海

不同于原版剧目的引进直
接搬来百老汇的成品剧目，《大
彗星》是标准的“上海制作”。
自去年11月6日建组起，中外
演员在近四个月内共同排练、
合成、演出，一起度过了元旦、
春节等中西方重要节日，在不
断磨合中与彼此、与上海产生
了难以割舍的羁绊。

剧中饰演女主角的纳奥米
对于上海的第一印象是接机时
剧组提供的咖啡与麦芬，也是
她对上海持续至今的味觉印
象：“当时初见面的场景仿佛还
在眼前，一晃就快到告别的时
候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
熟悉了这座城市，融入了这里，
喜欢这里的人。”她在戏中的好
闺蜜、好搭档陈玉婷与纳奥米
的友谊也从戏中延续到了戏
外：“生活中，她也是一位贴心
甜蜜的女孩，有一次，她在逛街
时看到一条感觉适合我的手
串，当即买下来送给了我，这条
手串我现在一直戴着——既是
娜塔莎与索尼娅的联结，也是
我和纳奥米的联结。”

阿纳托尔的饰演者狄恩将
在上海生活的四个月作为人生
中的重要时刻珍藏：“这是我第
一次来到亚洲，来到这里之前，
我不知道自己会期待什么，但
此刻，我知道此行是幸福的。
这里的文化、历史、人们和美
食，都令我惊叹。”

正如导演克洛伊所言，音
乐剧《大彗星》剧组提供了一个
特别的场景，使中外演员在文
化交融中全身心投入，无论是
处于陌生国度的外方演员，还
是以英文演唱的中方演员，他
们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距离3月3日收官场还有两周，
在倒数最后十场的期待中，他
们将持续地把这份热情与依恋
投入表演，共同完成一场盛大
的告别。

这个春节档，音乐剧《大彗
星》自大年初三起连演八场，火
热龙年。有意思的是，该剧在吸
引忠实观众复刷“不同座位与视
角体验”的同时，也在新春时分
吸引着外地观众跨城看戏。

基于音乐剧《大彗星》独特
的舞美设计与沉浸式体验，不同
的座位与视角为观众带来了截
然不同的观演感受，现场的沉浸
感又使每次体验独一无二，一些
忠实观众开启了“复刷”模式，并
自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不同视
角下的《大彗星》以及最具性价
比座位。观众Carol张卡罗在完
成了“五刷”之后，总结道：看演
员最佳——680 元价位一楼阳

台；性价比最佳——280元价位
二楼后区。观众莫莫分享说，自
己“多刷”的原因起初在于对多
视角体验的好奇，“感觉家族席
和彗星席各有特点——在家族
席时，第一首歌《序曲》就更能感
觉到我是一个来宾，好像我在戏
里一样；而彗星席可以看到整个
舞美，更像是一种带着抽离的旁
观者视角，也是很好的体验。”随
着对《大彗星》的了解，她对这部
作品渐渐难以割舍：“后来的几
次观演，是想要再感受那种热烈
的感觉，再听清楚一些音乐的细

节。”观众小李也在“多刷”的过
程中探索到了更多的细节感受：

“每次观看都可以发现不同的细
节和情感表达，同一个角色的不
同卡司演绎也会有所不同，能为
观众带来不同的情绪体验。”观
众小王将观看《大彗星》作为一
种治愈：“每次难过了或者生活
中遇到挫折了，来看看热闹的
《大彗星》又开心了！每次坐进
《大彗星》的观众席，就觉得我的
心又开始燃烧。”

新春佳节之际，坐在观众席
上的，还有一些拖着行李箱赶到

剧场，“跨城看戏”的外地观众。
湖南观众小池趁着春节假期，再
次赶赴上海二刷《大彗星》，“距
离1月27日第一次看不到一个
月，回来真的超级上头，一直想
着什么时候再去上海二刷。”当
发现来回机票价格可接受时，“我
立刻买票了，这次叫上了老哥一
起。”四川观众Flora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了家族席视角下的“返场
美图”，难掩不舍之情：“想回上海
看《大彗星》。”观众小张趁着春节
之际，邀请妈妈共同观演：“妈妈
对《战争与和平》很感兴趣，看完
《大彗星》后她很激动，尤其是舞
会的场景，完全出乎了她读原著
时对这些场景的想象。”

音乐剧《大彗星》以其跳脱
的音乐风格、大胆的叙事与架
构方式、新颖的观演关系，依托
托尔斯泰巨作《战争与和平》的
经典文本，将历史性与文学性
融入舞台上所呈现的综合艺
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吸引
了包括孔祥东、朱洁静、李诞、
严锋、陶辛等学界、名人到场观
看并引发讨论。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陶辛以崭新定义“小说音
乐剧”对其作评，认为《大彗星》
打破了几十年来音乐戏剧较强
的形式要求——“直到这部《大
彗星》的出现，当代音乐剧的套
路才向前挪了一大步。”

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已然
成为音乐剧《大彗星》被讨论最
多的话题。该剧的音乐总监赵

继昀以演绎者与专业音乐人的
角度，认为这部剧的音乐“掀起
了音乐剧的新浪潮”。著名作
曲家金复载在观演后也发出了
同样的感慨：“尽管该剧选用了
俄罗斯民间音乐、独立摇滚乐、
电子舞曲、古典歌剧等看似不
太相关的多样音乐风格，但在
令人目眩的同时，整体音乐结
构十分统一……这些看似截然
不同的音乐元素在全剧中伴随
着人物和环境交织流动，汇聚
成了一张有机的声音之网。”

打破“第四堵墙”的尝试不
仅发生在舞台与观众相融合的
沉浸式观演关系中，也体现在

大胆的叙事与架构方式上。舞
蹈演员朱洁静在观演过程中体
验了走上舞台与演员共舞：“我
第一次有这么近距离与舞台上
的演员互动的经历……《大彗
星》把剧场的观演关系完全打
破了，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音乐剧演员朱芾则对于其中陌
生化的表达赞不绝口：“我喜欢
它的表达模式，用现代的模式
表达战争时期的情感及情绪。”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认为，
这样的表达方式正是音乐剧
《大彗星》的独特之处：“它彻底
颠覆了传统戏剧的‘代言’法
则，而另一方面，由于创作者扎

实的戏感和娴熟的技术，这种
处理并不显得突兀违和，反而
会给人一种‘本该如此’的感
觉，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这种
颠覆的存在。”

音乐剧《大彗星》改编自
《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部，
鬼才创作者戴夫·马洛伊在创
作后甚至还作为最初版本中的
皮埃尔饰演者登台。正如中方
导演周笑微所言，音乐剧《大彗
星》主要是一个关于娜塔莎的
故事，而作者在创作中或许代
入的是皮埃尔的视角——他既
是一位旁观者，一位俄罗斯文
学作品中常见的“多余的人”，
同时也是一位书写者、讲述者，
他的觉醒与彗星来临相联系，
带着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

刚刚过去的春节，不少外
地游客拖着行李箱赶到前滩31
演艺中心，追看音乐剧《娜塔莎、
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
据悉，他们甚至有人是来“二刷”
的。而在上海本地，更是有不少
观众甚至“五刷”！这部3月3
日即将落下帷幕的华丽巨制，未
来两周将开启倒数10场的演
出，中外团队正在全情投入迎接
最终的盛大告别。它到底有怎
样的魅力？著名作曲家金复载
的评论，或许能提供解释，“这部
作品证明了音乐剧的多样性和
可能性，也为中国原创音乐剧的
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

青年报记者 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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