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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直播+中国儿艺推“六一”线上嘉年华

音乐剧《一爱千年》试水线上首演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国家大剧院首办合唱专场线上音乐会

众星在线导览“云上博物馆”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开馆

“云端”首演点赞数近45万

此前人们若想观看一部音乐剧的首

演，均须来到线下演出场馆，而如今音乐剧

在特殊环境条件下，正尝试线上首演的新

模式。5月19日19时，音乐剧《一爱千年》以

付费直播的形式正式登陆优酷视频，而该

作品则是全国首部线上首演的音乐剧。

公开资料显示，《一爱千年》改编自家

喻户晓的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用四幕

篇幅讲述断桥相会、药房成亲、水漫金山、

雷峰塔毁四段情节，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制

作的首部音乐剧，同时也是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项目，历时三年精心打磨，排练时长为

期3个月。

根据演出计划，此次线上直播主要以

首映礼采访和剧目演出两个部分组成，而

在音乐剧尚未开始时，已有不少观众在直

播间静候，弹幕数量亦由一秒钟增加一条

的速度激增。不少观众纷纷通过弹幕表达

自己的观演感受，同时“老师们表现得都很

好，听得很过瘾”“之后巡演一定要去线下

支持！”等评论也持续出现在剧目演出的全

程。数据显示，此次该剧首演实现点赞数近

45万。

为了能够更好地重新阐释这部经典

神话，该部音乐剧在主创团队方面也做了

诸多考量与准备，不仅邀请到著名音乐制

作人陈小奇编剧、中央音乐剧院教授李小

兵作曲、中国歌剧舞剧院导演毛伟伟任总

导演；演员阵容则由中国歌剧舞剧院演

员、《声入人心2》人气首席郑棋元饰演“许

仙”，同时中国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舞剧

《孔子》《李白》主题曲演唱者宫政饰演“法

海”，中国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大型歌舞

晚会《四季情韵》演唱者孙媛饰演“白蛇”，

中国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第三届国际音

乐剧节《梦圆曹妃甸》女主角饰演者陈梦

姿饰演“青蛇”。

在谈到主创团队排练时期适逢疫情

时，陈梦姿表示，“这部剧在2019年完成了

第一阶段的排练，在疫情期间，我们中国歌

剧舞剧院开展‘居家大练功’，《一爱千年》

剧组也开启了‘云排练’，从音乐作业到形

体表演，我们都会固定时间录制视频作业，

发在群里交流”。

此外，中国歌剧舞剧院外宣部主任王

朝卉表示，“在这个特殊时期，作为国家艺

术院团，克服各种困难推陈出新，依然坚持

把高质量的舞台艺术精品带给广大观众，

就是希望应时而动在舞台艺术作品的推广

上，统筹传承和发展，并兼顾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双统一”。

内容创新科技加持

《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要从中有

创新突破获得观众的注意是一大难题。而

与过往版本不同的是，《一爱千年》颠覆了

传统叙事角度，在保留了白娘子和许仙之

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基础上，运用音乐

剧独特的创作理念和表演方法，对剧目逻

辑和框架进行全新设计，彰显了法海、许

仙、白蛇和青蛇四个人物、四种对爱的不同

理解与表达。

“我在这个音乐剧中最大的感受是法

海的形象与过往的故事人设都不同，他不

再是完全棒打鸳鸯的形象，而在这里青蛇

和白蛇之间的感情也更突出了，青蛇的人

格魅力很出彩，”戏迷吕先生表示。

而在舞台设计方面，《一爱千年》也带

来了新的突破。据主创团队介绍，抽象造型

与3Dmapping新媒体技术则是此次舞美

设计的最大看点，剧目中舞美设计结合四

幕中完全不同的几何形体，强烈凸显剧情

张力，为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更增神

秘色彩。

“我们通过几个简单的几何形体形成

一个视觉的连贯，然后在这几个形体上

通过视频画面的叠加来强调和丰富其寓

意，第一幕里半圆的造型象征爱情美好

而圆满的向往，而这个向往也延伸到了

第二幕里，通过视觉的处理，使得环境成

为一个抽象的圆形但又暗含着一些不合

常理的元素，比如最外侧的圆拱造型，看

似美好的生活其实都被上天掌控着，”视

觉总设计王辛刚在视觉设计创作阐述中

表示。

此外，王辛刚指出此次最大的创新就

在于比较新颖的视觉概念和效果，舞台开

始运用吸幕机装置，在极短的时间里大幕

完全消失，给观众很大的视觉冲击。而在多

媒体投影上，则使用了3Dmapping技术，

也就是立体投影造型咬合，使得白蛇能以

更生动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增加作品

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线上线下合力造势

除了内容以及舞台设计上的创新外，

《一爱千年》带给演出行业最大的惊喜是提

出“线上先首演、线下再巡演”的全新演出

理念，并首次运用到国产原创音乐剧推广

中，以突破传统演出行业的困境。

据了解，2019年由中歌出品、四海一

家运营的民族舞剧《孔子》成为一票难求

的“爆品”演出。而此次双方再度合作《一

爱千年》，是希望通过借助互联网力量优

先为剧目赢得口碑和潜在受众，提前为

日后全国巡演预热，以此形成线上线下

的传播合力。四海一家副总经理于婷婷

对此表示，“这种创新演出方式是一种全

新尝试，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到更多

的用户群体，也为剧目宣传推广及运营

起到开拓作用”。

事实上，自从3月以来，国内外演出行

业都开始向互联网靠拢，探索传播新形式。

如电影版音乐剧《汉密尔顿》已计划提前至

7月上线Disney+。而百老汇点播平台官方

亦于近日宣布，其面向北美市场所推出的

线上流媒体服务，计划于5月18日率先上

线，百老汇点播涵盖各类戏剧及表演艺术

节目。

在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对于

观众和演员来说，线下演出注定是无法替

代的，无论是演出的沉浸感抑或是演出中

的互动现场感都是只有线下演出才能给予

的。但线上娱乐形式的丰富多样也使得传

统演出有必要去探索演出新模式，打破原

有的时间、地域等因素限制，从而让更多人

成为演出的观众，让传统剧院有更多的渠

道去得到展现。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伍碧怡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5月23
日，记者获悉，为探索“演出+直播”融合发

展新模式，开拓多渠道推广平台，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联合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创新举

办爱心汇“剧”、云中送福———欢庆“六一”

线上嘉年华，于5月31日19时30分在人民日

报新媒体、央视频、央视少儿、文旅中国、北

京日报客户端京直播、抖音、腾讯视频、优

酷等平台同步播出。

根据计划，本次嘉年华涵盖戏剧奇妙

夜、明星送祝福、爱心云传递、线上汇歌声

四部分内容。其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西安儿童艺术

剧院、浙江演艺集团浙江儿童艺术剧团、武

汉人民艺术剧院、天津市儿童艺术剧院、青

岛市话剧院，汇聚具有各地艺术特色的精

彩剧目片段，包括《宝船》《那山有片粉色的

云》《哪吒“闹”海》《梦娃》《崂山道士》《我们

是秦俑》《九色鹿》《少年孔丘》等。

在文化和旅游不断深入融合的当下，

本次嘉年华在展示戏剧片段的同时，还将

连线各地演员介绍当地景点、美食等。观众

可以跟着“张不三”爬长城、吃烤鸭；跟着

“赵绾儿”游外白渡桥、尝小笼包；跟着“哪

吒”和“龟丞相”游西湖、吃东坡肉；跟着“花

木兰”尝麻花、煎饼■子……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

进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7家院团共准备

了7000张“爱心公益票”，送给北京协和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西

安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浙江省人民医

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医院、武汉市

第一医院、天津医院、青岛市市立医院的医

务工作者子女，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北京丰

台区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以及参加线上

嘉年华活动的观众们。与此同时，各院团还

将通过线上互动的方式送出特色文创产

品，如音箱、T恤、拼图、玩偶等。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表示，

“这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次以线上的

方式与大家共同欢度‘六一’儿童节，希

望通过跨越地域限制的直播形式，把精

彩的演出和祝福传递给孩子们，让更多

的孩子感受戏剧的魅力，从戏剧中汲取

养分和力量”。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伍碧
怡） 与人们暂别了两个多月的北京
人艺戏剧博物馆，现已于近日重新

开馆。而在开馆当天，北京人艺副院

长周彤，演员濮存昕、冯远征、于震、

雷佳、杨佳音、伍宇辰柠和导演唐

烨、博物馆副研究员陈利带着观众

一起，通过线上直播开启一次云上

博物馆。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开馆后，

观众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进入戏

剧博物馆参观。同时，不能来到现

场的观众则可以通过“云上博物

馆”去认识北京人艺的历史，听听

戏剧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来一场

和戏剧的久别重逢。

据介绍，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中大量的珍贵资料，不仅代表着北

京人艺背后的历史积淀与传承，还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话剧的发

展历程。“云上博物馆”中，观众们首

先看到的是序厅，观众熟悉的演员

濮存昕带大家走进北京人艺的历

史，这里不仅有人艺建院“四巨头”

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的

四十二小时谈话，还有郭沫若、老

舍、曹禺的雕像，让观众了解人艺被

称作“郭老曹”剧院的缘由。在《茶

馆》开场“古今中外”第一幕的照片

前，濮存昕给观众带来大家与《茶

馆》的共同记忆。

序厅过后，“云上博物馆”则来

到人物厅为观众展现原貌复原的

“曹禺书房”，实景展示曹禺写作的

环境和他经典剧目的诞生过程。其

中还单独展出了人艺第一个场记

本———《雷雨》场记本，焦菊隐的民

族化探索、欧阳山尊的导演计划、赵

起扬关于艺术生产的贡献，都在人

物厅为观众逐一展示。

“云上博物馆”亦让足不出门的

观众获得参观剧目厅的机会，观众们

熟悉的剧目《龙须沟》《雷雨》《虎符》

《带枪的人》这些剧目的实物等资料，

演员日记、人物小传等一系列当时的

艺术创作一手资料，都能通过“云上

博物馆”一一展示。

在直播中，编剧墙也作为博物馆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亮相。据了解，除

了人艺的编剧，大量优秀作家都为

人艺进行创作，孟冰改编的《白鹿

原》（陈忠实原著）、刘恒创作的《窝

头会馆》都是其中的代表，同时演过

这两部剧目的演员雷佳为观众介绍

了持续引发关注的剧目背后不少鲜

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在整个直播的结尾，刚结束“云

上博物馆”直播的濮存昕已经开始通

过网络的形式在北京人艺的三楼排

练厅为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培训班授

课。在北京人艺相关负责人看来，新

生代人才的培养是北京人艺传统传

承的重中之重，这是北京人艺的传

承，也是北京人艺的未来。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伍碧怡）5月23
日晚间，国家大剧院“声如夏花”系列迎来

首场合唱专场音乐会。截至当晚24:00，国

家大剧院“时代回响”合唱专场+“奇妙的和

谐”国际博物馆日复播音乐会，在线播出点

击量超过2500万次。

本次合唱专场于大剧院富有诗意的花

瓣厅拉开帷幕，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在驻团指

挥焦淼的指挥下，先后为线上观众带来了包

括《时间都去哪儿了》《不忘初心》《天耀中

华》等19首颇具时代气息的经典合唱作品。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是一支年轻且充

满活力的团队，他们在声部间的配合默契、

男女声的音色融合、合唱层次的清晰以及

在情感表达等方面都颇为值得称赞。”远在

新西兰的音乐评论家陈立表示，“此外，曲

目选题方面，以‘重温经典旋律，展现时代

情怀’作为主旨定位，也非常符合当前的时

代精神。将这些旋律动听、大众耳熟能详的

经典歌曲，以合唱形式改编呈现后，更是带

给了听众一种激情的感怀。我很赞同孟卫

东先生的那句话: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是中

国最好的合唱团，只有唯一，没有之一”。

而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

乐系副教授段召旭看来，整场音乐会虽然

都是中国曲目，但却跨越各个时代，各个年

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自己共鸣的曲目，“国

家大剧院合唱团不论演唱哪种风格的作

品，始终保持着高雅的演唱形式，台风始终

彰显出修养。在演唱《传奇》中，当听到一个

男高音飘在各声部之上时，我泪目了。不是

因为任何具体的联想或原因，仅仅是因为

太美了”。

通过线上观看音乐会的乐迷网友也对

“时代回响”合唱专场给予肯定，观众陈女

士表示，通过互联网聆听到高水准的合唱

演出是当下的一大惊喜，亦让人更期待亲

身到剧场体验线上演出。

据了解，国家大剧院“声如夏花”系列

在线音乐会于日前拉开帷幕。“声如夏花”

系列线上音乐会于5月、6月期间与此前“春

天在线”系列音乐会无缝衔接，并以交响

乐、合唱、歌剧音乐会等更加多样的形式与

曲目安排，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

各大网络平台与观众持续见面。

线下演出虽然还不能如期与观众见面，但整个行业都在努力融入

互联网时代，将疫情当做是创新演出方式的契机。5月19日，由中国歌

剧舞剧院出品的音乐剧《一爱千年》正式首演，与往常有所不同的是，

此次首演搬到了线上，成为全国首部线上首演音乐剧，实现首演点赞

数近45万。而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进行首演，则能让剧目在线下演出前

获得相应口碑，并吸引潜在受众的关注，为日后全国线下巡演预热，形

成线上线下的传播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