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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 《猫 》的成功之 谜

孙　琳

[摘　要] 《猫》是一部以儿童诗集改编而成的音乐剧 ,这样的取材成功的希望不被看好 。

但音乐奇才安德鲁·洛伊德·韦伯和一批天才的创作团队使《猫》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其

主题曲《回忆》感人至深 、风靡全球 ,成为《猫》剧的代表和象征 。音乐剧《猫》将丰富的音乐元

素 、新颖的舞蹈元素和大胆的舞美元素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是其成功的秘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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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 ,它的形成与发展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对

其解释是:音乐剧(Musical)是戏剧表演的作品 ,具有激发情感而又给人娱乐的特点 ,简单而又与众不同

的情节 ,并伴有音乐 、舞蹈和对白。它的特征表现在艺术的综合性 、现代性 、多元性 、灵活性和商业性操

作。如今 ,音乐剧在世界各地都有上演 ,但演出最频密之地是美国纽约的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猫》

是英国作曲家安德鲁 ·洛伊德 ·韦伯(Andrew Lloyd Webbe r)的撼世杰作 ,于 1981年 5 月 11 日首演

于伦敦西区新伦敦剧院 , 1983年登上音乐剧之都百老汇的舞台 ,从此一炮打响并连续演出 ,至 2002年 5

月 11日它 21岁生日时 ,在同一个剧场落幕。至此 , 《猫》已在全球演出了近 7000余场 ,在世界范围内已

拥有超过 6500万观众 ,并以 14种语言 、超过 40个版本 、在全球近 300个剧院演出过 ,创下百老汇与伦

敦音乐剧最“长寿”的纪录 ,被授予“世纪音乐剧”称号。笔者曾有幸在纽约一睹《猫》的风采 ,并为之精彩

绝伦的表演而震撼! 《猫》综合了音乐剧艺术的种种元素 ,无论是从古典 、摇滚 、蓝调到爵士之间变换自

如的音乐 ,还是踢踏舞 、芭蕾舞 、爵士舞和现代舞等多元素的舞蹈以及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创造出的梦

幻般的舞台效果都令人称奇赞叹。《猫》曾获得最佳音乐剧奖等 7项托尼奖及世界多种奖项 ,剧中贯穿

始终的歌曲《回忆》(Memory),已成为音乐剧的经典作品 。《猫》为何如此成功呢? 它成功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 ,本文仅从其主要的音乐(回忆)、舞蹈和舞美(服装与化妆)三方面来加以分析 。

一 、韦伯与《猫》

在世界四大音乐剧《猫》 、《歌剧院幽灵》、《西贡小姐》和《悲惨世界》中 ,韦伯的作品就占了两部 。他

的作品虽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审美要求 ,但它们的观众及票房成绩对他的成功给予了有力的证明 ,人们

常用“天才” 、“奇才”甚至“鬼才”来形容这个人 。

安德鲁·洛伊德 ·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1948年 3月 22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音乐世

家 ,3岁练习小提琴 ,接着又学习钢琴和圆号 ,6岁就能作曲了 ,9岁时这位小天才的作品就已发表 ,几年

后 ,韦伯认识了他音乐剧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位搭档蒂姆 ·莱斯(Tim Rice),于是 ,两人开始了传

奇般珠联璧合的合作 ———一个作曲一个编剧 。1965年 ,他们的第一部音乐剧《我们这样的人》完成了 ,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能公演。他们真正上演的第一部音乐剧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约瑟夫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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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奇彩衣》 ,随后两人又携手创作了摇滚风格的《耶稣基督万世巨星》 。他们最后一次合作的音乐剧是

《艾薇塔》 ,剧中的名曲《阿根廷 ,别为我哭泣》(Don' t cry for me A rgent ina)被人们广泛地传唱。韦伯的

音乐剧在古典和流行 、先锋与传统间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 ,选材也广泛 ,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一)《猫》的诞生

音乐剧《猫》是韦伯根据英国著名诗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斯特尔斯 ·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 ,1888-1965)的儿童诗集《擅长装扮的老猫经》(Old Possum' s Book of Practical Cats)改编而成

的。诗作完成于 1939年 10月 ,音乐剧的创作始于 1977年 ,两者相差 38年 。这次创作完全是源于韦伯儿

时就读过这首诗的浓厚兴趣。但其中最著名的唱段《回忆》(Memory)是从诗集中未曾出版过的部分(这部

分是由艾略特的遗孀在一次音乐会上带给韦伯的)创作的。魅力猫格里泽贝拉(Grizabella)的故事给了韦

伯巨大的创作灵感 ,但是他的创作意向却遭到了大多数亲朋好友的一致反对。人们认为没有剧情的诗集

改编的音乐剧本会带来致命的错误。毕竟 ,一部由儿童诗集改编的作品是难以支撑起满足观众口味的戏

剧情节的。可是韦伯的态度却非常坚定 ,他认为这部音乐剧可以摆脱剧情对音乐剧的束缚 ,依靠音乐就足

以营造打动观众的气氛。事实证明韦伯是伟大的 。他找到了由导演特雷·沃尔·努恩(Trevor Nunn)为

首的一批天才型人物。于是 ,《猫》剧成功的最大保障之一———杰出的主创团队形成了 。

《猫》的剧情非常简单 ,杰里克猫族在每年一度的舞会上 ,等待猫族中最具权威的领袖猫老杜特洛诺

米(Old Deut teronomy)来裁定哪一只猫登上九重天 。于是 ,所有的猫都粉墨登场尽显自己的风采 。最

后是“魅力猫”登场 ,她年轻时是猫族里最漂亮的 ,为追求新鲜的生活去外面的世界寻梦 ,当大失所望回

到猫族之后 ,魅力猫已变成一只邋遢落寂 、丑陋难看的老猫了 。除了领袖猫 ,所有的猫都不了解她光鲜

的过去 ,且对她充满了敌视。但是在她不断地徘徊于猫群的周围 ,几次请求猫群的原谅 ,并发自肺腑地

唱出《回忆》后而感动了所有的猫 ,大家一致推举魅力猫登上了九重天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剧情不会

存在太多的戏剧性。居其宏老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有趣味的情节 ,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 ,一个突发性事

件 ,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都有可能包含着戏剧性。其中冲突是戏剧性的源泉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性。”《猫》剧中的戏剧性太少了 ,然而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正回应了韦伯创作时的自信 。那么 ,剧本取

材于儿童诗集的音乐剧又是怎么成功的呢? 当代最重要的美国音乐学家之一约瑟夫 ·科尔曼认为:“尽

管诗歌的适应性很强 、意义明确 ,但即使最富激情的念白也只能在受限的感情层面发生效用 ,而音乐却

可以自然而然地超越这个层面 。”韦伯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音乐的这一特性 ,用优美的音乐打动了观众的

心。此时 ,韦伯的“弦外之音”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戏剧性砝码 。

(二)《猫》中的音乐

韦伯之所以能够用音乐来成就一部不朽的音乐剧 ,是与他独特的创作理念分不开的。在创作手法

上:现代先锋派的 、古典的 、流行的等多种手法兼收并蓄;声乐演唱上:美声 、通俗 、摇滚同台展现;器乐演

奏上:传统的交响乐与流行的电声乐融为一体 。在《猫》剧 21 首歌曲中 ,它的旋律风格也是多元化的。

如宗教圣咏的合唱和配乐诗朗诵 、rap说唱与摇滚结合 、爵士之风与古典宣叙调风格都在《猫》的舞台上

大放异彩 。此外 ,剧中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摇滚舞曲 、芭蕾舞曲等等都堪称经典 。主题曲《回忆》感人至

深 、风靡全球 ,成为《猫》剧的代表和象征 、音乐剧史上的一首不朽名曲 。

《回忆》是由剧中的魅力猫 ———格里泽贝拉演唱的 ,它是纯粹意义上的独唱 ,在剧中出现过四次 ,只

有在第二幕是最完整的呈现。演唱者演唱时自己没有舞蹈动作 ,也没有别的猫来为她伴舞。偌大的舞

台上只剩下一张凄清的面孔。伴随着被称为“普契尼式的咏叹调”的动人旋律 ,歌词流泻而出:

“Memory , turn your face to the moonlight.Le t y our memo ry lead you.Open up enter in.If y ou

find there the meaning of w ha t happiness is.Then a new life w ill begin……” 该曲以伤感的情调和动

人的旋律 ,唱出了一个青春红颜不再的女人 ,经历了各种艰难遭遇和人生痛苦渴望亲人和回家的心境。

这首歌临近首演之时 ,导演特雷沃尔·努恩(Trevor Nunn)仍不满意 ,是韦伯熬了通宵后写成的。

歌词是在旋律完成后导演借用了艾略特的另一首诗作《风夜狂想曲》为参照 ,花了一个星期才将上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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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唯美的文字完成。就这样 ,韦伯和努恩共同成就了一首令全球 250多位各类艺术家录制并演唱多达

600多次 ,总销量超过 200万张 ,以 14种语言 、42个版本在全球备受人们喜爱的音乐剧名曲 。有趣的

是 , “魅力猫”最初的扮演者是英国著名女演员朱迪 ·登切(Judi Dench)。但由于她病了 ,在首演前五天

临时换成了忆莲 ·佩姬(Elaine Page)来担任这个角色。忆莲 ·佩姬在扮演了“魅力猫”后便大红大紫 ,

如今她已被称为音乐剧舞台上的第一夫人。

在这首歌曲里 ,人性与“猫性”几乎等同。原本的艳丽光鲜不复存在 ,衣衫褴褛又遭人唾弃 ,内心的辛

酸与寂寞可想而知。对于回到猫族的渴望从声音微颤的“happiness”一词中迸发 ,巨大的情感宣泄而出。

这是一个单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 ,这种结构发展十分适于表现细腻的感情 。一出来是降 B大调 ,

呈示部有四个乐句 ,第一个音在小字一组的降 B 上持续了 7拍 ,紧接着旋律在这个调式主音周围上下

环绕 ,随后结束在主音小字一组的降 B上 ,凄美动人的感觉油然而生。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模进 ,结束

在小字一组的 G上 ,将感情往更深的层次推进。第三句旋律由上而下 ,一种无奈难以平叙 。第四句曲

调急转直下 ,最后设计了一个从小字一组的 F 到小字组的 G 的小七度跳进 ,随后回到调式主音 ,是个不

太标准的起承转合的四句乐段 。两个旋律相同但是歌词不同的段落完成了呈示部的情感铺垫 ,将记忆

(memory)与月光(moonlight)在昔日的幸福(happiness)中写尽 。脑海中回忆片段的再现让人觉得幸福

是那样遥不可及……这之后进入了对比中部。这是一个二句乐段 ,从降 B 大调的导音上开始低回地行

进 ,给人营造出一种心情难以平静的状态 ,第二句像第一句一样进行了一个三度的上行跳进又向下划了

一下 。还原 E的做法似乎使旋律带有了和声小调的色彩 ,而后的上行旋律有带给人一种即将抓住希望

的感受 ,情绪顿时明快了许多 ,为主题的再现打好了基础。再现部几乎是完整地再现了呈示部的各种音

乐元素 ,苦痛似乎将要结束 ,新的一天充满光明。人声戛然而停 ,但是器乐将感情继续推进 ,此时乐曲由

降 B大调转入了降 G 大调 ,重复了一遍呈示部的材料后 ,乐曲再次进入中部。这时“可爱猫”年轻昂扬

的童声响起 ,随后 , “魅力猫”的声音加了进来继续演唱 ,只是在低八度上唱 ,与高八度“可爱猫”清纯 、天

真的童声交相辉映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个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一个却极端地低沉颓废 。这两句之

后 , “魅力猫”竭尽全部的激情独唱了由降G 大调转入降 D大调的回忆主题。短小精悍的尾奏之后 , “魅

力猫格里泽贝拉”终于变成了幸运猫 ,她得到了杰里克猫族的原谅 ,升上了天堂 。

另外 ,在《猫》剧中 ,韦伯所要求的演唱风格放大了声乐的再现功能。“英雄猫”是一个贯穿全剧的男

中音角色 ,从头到尾几乎都是气息饱满声音圆润 ,突出了英雄猫的领袖气概 ,而且声音中也不乏抒情的

能力 。同为男中音 , “富贵猫”就不同了 。这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 ,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歌剧男中音 ,他

的音色雄厚威严 ,尊贵的地位由中气十足的声音凸现出来。“可爱猫”的音色高亢明亮又不失甜美纯净 ,

自然地将青春气息释放出来。“魅力猫”则充满了厚重的沧桑感 。“老剧场猫”声音沙哑而颤抖 ,可当他

回忆当年的风光时声音又变得底气十足 。“领袖猫”虽然是个男高音 ,但他同时又是猫群中活得最久的 ,

所以声音中不时流出虚弱 、颤抖和苍老的迹象 。难能可贵的是演员将声音处理得有些发空 ,活脱一个部

落智者的老猫声音形象。舞台上的猫儿们表现了人类社会中各阶层 、各职业及各种性格人物的众生相 ,

正如“领袖猫”的那一句“The cat is ve ry much like you(猫很像你们)”引发观众对《猫》的哲学思考 ,猫

的故事其实不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写照吗?

当然 ,如果将音乐剧《猫》的成功完全归功于韦伯 ,那也是不太客观的 。虽然韦伯是《猫》的功臣 ,但

是《猫》并非韦伯一个人的创作 。这部作品将音乐元素 、舞蹈元素和舞美元素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是其成

功的秘诀 。

二 、《猫》中的舞蹈与舞美

(一)《猫》中的舞蹈

《猫》中舞蹈的分量很重也很成功 ,编导们用了大量的舞蹈场面来表现不同性格和不同特征的猫。

舞蹈设计者吉莉安·莱尼(Gillian Lynne)对艾略特的诗作和韦伯音乐进行了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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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到猫神秘 、孤僻 、高傲 、多情和柔韧性极强等特点后开始了创作 。她不想运用已有的舞蹈风格和模式 ,

而采用一种新概念和充满能量的独创风格 ,这样能使每个演员获得最自由的表现力 ,使每个猫都具有独

特的个性 。“纯白猫”开场跳的经典芭蕾动作 ,动作舒展大方 ,表现出猫族晚辈纯真的天性和对猫族的依

恋。不仅如此 ,演员坚实的芭蕾舞基本功底使“纯白猫”成为舞台上众“猫”中身体柔韧性最接近真实猫

的一个:夸张的身体扭曲度能够使观众立刻联想到平时所见到的猫的形体动作。“魔术猫”超高技术难

度的大跳 ,揉进了爵士舞特点的芭蕾 ,让观众既领略了他的魔力又从舞技中体会了愉悦。“娇气猫”的踢

踏舞 、“迷人猫”与“迪米特猫”介绍“犯罪猫”时的舞蹈 、“小偷猫”的滑稽双人舞和“摇滚猫”带有摇滚风格

的狂放不羁的舞蹈 ,以及现代舞变形的芭蕾舞和爵士舞组编的群舞等等分散于全剧中 。甚至在一些细

节上动作也被设计得严丝合缝 ,如“猫儿们”安静地趴在地上的动作就是把两只“前爪”交叉伏地 ,这是多

么缜密的设计呀 。尤其是刚开场时 ,随着奇怪的音响和音乐的慢慢深入 , “猫儿们”一只只粉墨登场 ,有

的猫是直立着身子跑出来的 ,有的猫是翻滚着身子(贴着地面的)出来的 ,更多的猫则是爬出来的 ,而且

爬的动作通过这些模仿猫儿的舞蹈动作配合舞台布景 、道具 、化妆 、服装 、灯光 ,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的心。

这些成功地融合了踢踏舞 、芭蕾舞 、爵士舞和现代舞等多元化的舞蹈 ,表演时而柔美 ,时而奔放 ,令人目

不暇接而又交相辉映 ,使得整个剧目充满了活力 ,特别是那段长达十几分钟的“杰里克舞会”的舞蹈 ,场

面宏大 ,激情澎湃 ,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二)《猫》中的舞美设计

《猫》中的舞美(人物造型 、化妆 、服装 、布景 、道具 、灯光等)设计得也让人拍案叫绝 。约翰 ·纳皮尔

(John Napier)根据艾略特的原诗 ,总结猫和人类的特点与共性 ,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 ,为全剧 36只猫

设计了 250多套不同颜色 、皮毛和花纹的服装 ,并为每个演员都画了一个与其角色身份相符的猫脸 ,形

态迥异 ,各具特色 ,惟妙惟肖。如富贵猫巴斯特弗 ·琼斯(Bustopher Jones)为了体现出其受过良好的教

育 ,在猫族里受尊敬的上层社会的身份 ,他身穿领口白色而全身黑色的燕尾服 ,白白的鼻尖 ,胸前还别着

一支玫瑰花 ,大腹便便 ,用小汤勺作拐杖 ,绅士味十足。铁路猫史金波旋克斯(Skimbleshanks)是只辛勤

工作在铁路上 、担负着火车进出站任务的白色带浅黄花纹的成年公猫 ,他拥有一张十分快乐的脸 ,身穿

一件小马甲 ,俨然一位很有责任感的“蓝领”阶层 。娇气猫詹尼点点(Jennyanydo ts)算是猫族中最懒的

猫 ,她是白天懒散睡觉 、晚上繁忙工作 、体态臃肿但却可爱的肥猫 , 娇气猫的肤色被设计成虎纹与豹斑

的灰白色 ,她有两套服装 ,其中一套可以算是杰里克猫中最为臃肿的服装了 。魅力猫格里泽贝拉

(G rizabella)是剧中最重要的角色 ,她年轻时的美丽已不复存在 ,如今成了一只蓬头垢面 、衣衫褴褛而又

被众猫唾弃的老猫了 。“魅力猫”身上的灰土遮盖了她原来的毛色 ,只能通过她的脸庞及头发依稀辨出

她的本色皮毛应该是灰色与黑色相间。她长发披肩 ,脚穿高跟鞋 ,身穿黑色晚礼服短裙及脏兮兮的灰色

皮衣 ,是一位光华已尽的中年妇人写照 。

但是 ,人和猫毕竟是有区别的 。如何在舞台上缩短人和猫的形象之间的差距而又不失猫的特征呢?

化妆师将这个问题完美地解决了 ,每只猫的眼部都不一样 ,都有非常夸张的描绘 ,这样一来就与生活中

的真猫极为接近 。最为生动的是猫儿的唇部 ,化妆师通过对真实猫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用画笔人为地将

人的上唇进行“拆分” ,又在“拆分”后的两边点上黑点来模仿猫儿胡须根部较粗的毛孔 ,使观众所看到的

猫儿成功地保留了真实世界中猫“三瓣儿唇”的特点。这些鲜活的服装与奇妙的化妆设计使《猫》剧在剧

情之外又有了更多吸引观众眼球的看点 ,为《猫》剧的成功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色彩 。

在舞台方面 ,设计师也绞尽脑汁对《猫》剧进行了精心的创作 。为了建造一个供猫表演的大型游乐

场 ,设计者对新伦敦剧院进行了改造 ,使之变成了可旋转的三面舞台 ,布景甚至延伸至观众席的二楼 ,创

造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还为舞台的前端加上了手指形状的延伸舞台 ,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 ,并制作

了一些隐藏的出入口 ,让那些猫儿蹿进蹿出 ,给观众带来惊喜及亲切 ,达到了新奇有趣的效果 ,将观众带

入一个由现实的物体组成的近乎梦幻的环境 。

猫儿表演的舞台是被设计在大城市的一个垃圾堆旁的空地 。舞台设计人员依照猫儿身体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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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放大了三倍放置在舞台上 ,甚至连观众的坐席也“被迫”身处垃圾场之中了 ,整个剧

场都成为了猫儿栖息的场所。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舞台上 ,有突然从天而降令猫儿们惊愕半晌的巨

大鞋子 ,有“魔术猫”变彩绸时所使用的超乎寻常的大杯子 ,有可以让“剧场猫”落座的大绅士帽 ,还有可

以让“富贵猫”做拐棍甚至当高尔夫球杆的大勺子 ,以及废弃的轮胎 、牙膏皮……(这些看似我们每天都

会丢弃的废物道具 ,其实大多数都是用特别的方法定制完成的)猫儿利用这些废弃物表演得更生动有

趣。这般独特精美的创意加上声 、光 、电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 ,创造出梦幻般的舞台效果 ,产生了

强烈的视听冲击力。《猫》当之无愧为音乐剧中的经典之作 !

音乐剧《猫》将丰富的音乐创作手法 、新颖的舞蹈表演和大胆的舞美设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

音乐剧史上的奇迹 ,它风靡全球给人们带来视听飨宴的同时 ,也引发人们对音乐剧创作元素更深层次的

思考和研究 ,给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和发展以生动的启示 ,我们期盼着中国也有像音乐剧《猫》一样的撼世

之作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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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s:Successful Elements

Sun Lin

(Schoo l o f A rts and Media , Beijing No rmal Univ 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Cats is a musical adapted from a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children.Usually the hope of

success o f a musical on such subject mat ter is dim .Howeve r , Andrew Llo yd Webber , a music

prodigy , tog ether w ith his talented creative team , has achieved spectacular achiev ements in his Cats.

Its theme song Memo ry is so touching and g lobally popular that it has become the symbol and

representat ive o f Cats.The secret of i t s success lies in the perfect integrat ion of rich musical

elements , original dance and bold stage design.

Key words:musical;Webber;Cats;dance;st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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