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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生命都是奇迹

■ 钱林子 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摘	 要〕2019 年第八届琴台音乐节期间，在武汉琴台大剧

院上演了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该剧丰满的故事内容，

曲折而近似魔幻的情节，个性化十足的词曲创作，优秀的演员阵

容，精良的舞美制作，成功的商业包装，尤其是那个双手叉腰、

昂首挺胸的小女孩形象，让人过目不忘。

〔关键词〕琴台音乐节 ；音乐剧 ；玛蒂尔达 ；童话

生命的孕育，无疑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事，生命有了延续，世界才有希望。每一个小生命，都应该是

父母的心肝宝贝，都被赋予太多的期待来到这个世界，但这种原生家庭的幸运并没有降临在马蒂尔达这

个聪明又神奇的小女孩身上。原来，并非只有成人世界才会有苦恼，充斥在成人世界里的霸权、欺凌，

在孩子的世界里也会如恶梦降临。

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品，改编自罗尔德·达尔同名儿童文学作品的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

蒂尔达》，给我们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惊喜 ：丰满的故事内容，曲折而近似魔幻的情节，个性化十足的词曲

创作，优秀的演员阵容，精良的舞美制作，成功的商业包装，尤其是那个双手叉腰、昂首挺胸的小女孩

形象，让人过目不忘。

马蒂尔达与庸俗的父母和草包哥哥截然不同，因此她成为父母眼中的“怪胎”。无人交流的马蒂尔达

只能与书本为伴，通过阅读，她能与历史上一个个伟大的作家对话，那些书中的人物，走进她的心田，

成为她的伙伴。得不到父母的认同，缺失家庭温暖，面对恶毒的校长，她在黑暗中孤军奋战，渴望得到

拯救、庇护，直到遇见善良的蜜糖老师，两个孤独的灵魂这才有缘融合，直至惺惺相惜、相濡以泽。

剧中人物设计黑白分明，采用了传统的善即是善、恶即是恶的极端创作手法，符合一般童话故事的

创作规律。

父亲是个奸商，深受重男轻女思想侵蚀，趋炎附势、欺软怕硬，信奉读书无用论。他的口头禅“电视越大，

这个人就越聪明”，让人联想到当下的“低头一族”，看似海量的知识信息都能透过一部小小的手机掌握，

殊不知，大量文化垃圾为了博取眼球，千方百计、无孔不入，渗透进人们的脑袋，造就一个个像玛蒂尔

达哥哥那样的废柴。

母亲热爱伦巴，看似时尚，实质自私自利，用浮夸的打扮来掩饰自己的粗鄙无知，她对蜜糖老师唱出“你

选择了书本，我选择了外表” 这句大实话，也说出了一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实，引发内在美与外

在美的思考。

川奇布校长是个典型的反派形象，外形设计得像个卡通人物，集滑稽与恐怖于一身。该角色由男演

员反串饰演更增添了喜剧感，那高大丑陋的身材跳起芭蕾舞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但如果透过这种可笑

的现象看本质，便会让人细思极恐，此人的内心世界与其校长身份完全相悖，她崇尚暴力，痛恨小孩，

是个偏执狂，她心地肮脏，外表冠冕堂皇，处处将规则挂在嘴上，讽刺的是什么规则全由她说了算。如

今的媒体上，有人在质疑父母的资格，即“最可怕的是做父母不用经过考试”，那老师呢？发人深省。

蜜糖老师，温柔善良，外表柔弱，实则内心强大，拥有悲惨身世的她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所击垮，

依然坚强而不失尊严地活着，心中始终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得知玛蒂尔达的遭遇后，她渴望给予

关爱，虽然她踌躇不决，内心斗争强烈，但还是挺身而出，最终通过彼此的相互救赎，两人都获得成长

和勇气，赢回本该属于她的亲情回忆和财富。

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中，玛蒂尔达并没有活成她父母所期望的样子，她聪明、勇敢，富有正义感，她不

甘于命运的不公，拥有突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在她的脑子里，没有什么“尽人事，听天命”之类的教

——观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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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她确信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我的命运由我做主。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了独立女性的光

辉，面对父母喋喋不休的恶语相向，最心爱的书本被一次次撕毁，不断受伤又不断进行自我安慰与自我救

赎，灵魂深处依然无比强大，冲出环境和命运束缚的决心指引她在风暴中乘风破浪。她所拥有的超能力是

真实的超能力吗？笔者认为她的超能力就是智慧、知识和勇气，这是每个孩子身上最单纯的天性，作者用

这种魔幻的处理手法，提炼了孩子天性中最珍贵的精华，因此让人感到合理，或许作者是想借此给人以安慰，

生活并没有残酷到失去希望。尽管剧情最后不免落入俗套，由悲剧转变为观众期盼的温暖结局，善恶有报

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并不存在，但童话故事的魅力就在于此，人人都希望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尾。

不同于原著和电影版本，戏中戏的设定将这部作品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为该剧增加了一个空间，现

实与虚构的交织让剧情更加充实。随着人物冲突的加剧，故事发展也逐渐走向阴暗，皮影戏式的呈现方式

令人毛骨悚然，本以为是玛蒂尔达天马行空的想象，没想到最后竟与蜜糖老师和校长的背景重叠，这才让

人恍然大悟，从头回忆，原来剧情开始早有伏笔，由此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构思精致，人物因此更加丰满。

该剧的舞美设计完美契合作品气质和内核，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马赛克式的积木方块和顶

天立地的书架构成了舞台背景，精准的灯光定位、道具运用和舞台调度，营造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魔幻空间，

布景里隐藏着无数个秘密机关，躲在舞台下的升降课桌椅、背景后的滑梯、消失的蛋糕、从天而降的秋千、

旋转的台阶，形形色色，不仅仅存在于舞台，还展现在歌词、剧情和每一个细节里，就像彩蛋一样等待

你去发现，永远给人新鲜感，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它又会发生什么，一波三折，让观众惊喜连接着惊喜。

《School Song》这首歌堪称词曲、表演、舞美和灯光的完美集结，26 个英文字母巧妙地融入歌词，积

木式的道具设计饱含童趣，营造了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每一束灯光都用得恰到好处，舞蹈演员间的配

合与对道具的运用严丝合缝，让人看得目瞪口呆。《When I Grow Up》讲述了孩子们对长大的无限憧憬，

令人潸然泪下，演员们从背景后的滑梯上滑下，悠长的秋千荡向观众席，仿佛飘荡到每一个观众的童年，

让人感慨万千。《My House》中蜜糖老师的独白无不让人动容，与父亲跨越时空的对唱充满了温情，也揭

示了玛蒂尔达所讲故事的真相。《Revolting Children》这一段“燃”爆了，没想到孩子们的抗争那么振奋人心。

演员的表演充满感染力，尤其是小演员们，演技的成熟度和唱功的稳定程度令人惊叹。

幕间有一段玛蒂尔达父亲向观众宣扬读书无用论的互动，让人记忆犹新。在此引用该剧原作者罗尔德

·达尔的一段话 ：“我热衷于教孩子们学会读书，使他们对书感到惬意而不是畏惧。书不应该让人感到畏惧，

而应该有趣、令人兴奋、奇妙无比，养成读书的习惯会让人受益无穷。”从玛蒂尔达吊足图书管理员胃口，

即所谓“断更”的剧情设计看来，该剧完美领会了作者的思想，因而采取这种方式来激发观众享受阅读的乐趣。

很难想象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因为它远远超出了儿童剧的范畴，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不尽相同，

感受也有区别，在剧场内能不断听到孩子们的笑声，演员使用夸张肢体语言的表演方式确实让人捧腹，

还有一些为方便中国观众理解而精心设计的台词和歌词翻译别具一格，幽默尽显。在孩子们眼里，舞台

上也许只有坏人好人之分，该剧折射出的现实意义，对于他们来说还无法领会，但在成人眼里，你也许

会发现个人的情感经历，从中找到认同。笔者也为一些观众的评论感到悲哀，譬如“此剧过于玄幻而不

切实际，剧情幼稚浅薄”。幻想本就是童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童话体裁的作品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

童话故事中所描述的事实，就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折射。在童话世界中，人们完全可以超越时空约束，大

胆想象，大胆憧憬，把它当作一扇遥望美好的窗。

此剧让人仿佛品尝了一杯混合果汁，童趣、暗黑、魔幻等元素交融相织，多种风味搭配合理，回味

深长。内容看似浅显易懂，实质并不幼稚，尽管是童话，但却有着强烈的带入感，让人时而捧腹，时而

落泪，时而惊悚，时而温暖。

好的童话故事从来不只是写给儿童看的。世界需要童话，孩子从中获得快乐，成人获得启示，对童

话的信任度越高，感受幸福的能力就越强。看到剧中孩子们天真、调皮又努力的模样，谁不怀念童年时光，

再看看蜜糖老师，是不是挺像那个渺小胆怯的自己。我们长大了，变得越来越有力气，可内心却不如孩

子勇敢。在人生这条路上，没有谁能替你选择，人生的谜题，还得靠自己去解答。我们无法拥有马蒂尔

达的天才头脑和魔法，但至少可以像蜜糖老师那样鼓起勇气，有时候只需要那么一点点，引领自己抬手

叩响那一道道关在面前的门，不论门后等待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是好的也好，是坏的也罢，人生的意义

不就是一场体验吗？不问来路，但问归处。幸福是需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双手叉腰昂起头，勇敢、自信一点。

因为你就是奇迹！

（责任编辑 ：尹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