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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戏剧样本。一百多

年来，商业至上的市场经济催生并强化着百老汇的娱乐

性，也因为美国文化的多元让百老汇一直在不断改变：

既从内部创作机制上推出大量风格迥异的作品，又从外

部传播过程中与不同产业、不同媒介形态进行融合。

然而，放眼全球，商业戏剧正面临着被其他娱乐产

业、数字媒体产品、跨界艺术瓜分市场份额的窘境。在

商业压力下，不断妥协的剧场从形式上不断向演唱会、

秀、展览、多媒体等艺术形式靠拢，从内容则上呈现出

过度娱乐化、弱文本性的倾向。本文认为，在当代社会

的复杂语境下，理解商业戏剧的功能、价值并探索出新

的发展亟需新的视角，而时尚传播正是提供了这种可能。

一、场域视角下商业戏剧的功能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

场域理论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作为文化实践空间

的场域概念，为分析当代文化提出了基本的理论分析路

径。在时尚文化生产背景下，“有限生产的亚场域”和

“大众生产的亚场域”相互牵制又相互流动，成为了推

动消费文化的驱动力。按照这一分析路径，我们可以清

晰看到纽约戏剧所处的场域中的各种元素。

（当代纽约戏剧的场域）

在商业剧场所处的“大众生产的亚场域”内，不同

层级结构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内部协作和互动，但彼此间

对权力的争夺也从未停止。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场域内诉

求创新的势力与诉求保守的势力之间的冲突与较量。创

新一方在场域内处于相对弱势，通常是艺术家背景出身，

大多是来自“有限生产的亚场域”中的新锐，他们不惜

在商业戏剧中加入先锋和冒险的艺术尝试，当然也常常

遭到戏剧评论的贬低或票房的惨败；而保守一方在场域

内处于相对强势，通常为掌握着资本和运营实权的制作

方或业已成名的资深艺术家，他们谙熟传统商业戏剧的

创作套路和营销手法，鲜有艺术创新但保障一定的商业

票房。

与那些在“有限生产的亚场域”的实验戏剧、先锋

戏剧或非主流戏剧不同，商业戏剧不是一个用于艺术实

验的场所。那些待验证的、尚未获得主流认可的戏剧实

验不会被商业戏剧接纳。动辄使用豪华的明星阵容的大

制作戏剧，无法面对前卫实验带来的风险。实际上，作

为一种时尚文化产品，商业戏剧并不依靠作品本身的先

锋实验去谋求主流观众的价值认同。商业剧场中，观众

通过富有吸引力的媒介宣传获知剧目信息，通过分层营

销渠道购买价格不菲的门票，通过呼朋唤友进入剧场进

行审美和社交体验，通过各类媒介平台分享观剧感受的

过程正是时尚传播的体验过程。

然而，时尚文化的功能不应如此，更体现在“引领”

与“示范”上，商业戏剧依靠既符合主流价值又超出现

有范式的作品来引导主流社会对真善美的认同，从而引

领新的风尚。以最具时尚特性的百老汇发展为例，其发

展进程体现着如下功能：

①为不同类型的艺术门类提供正名的平台，如上世

纪 30 年代帮助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等

编舞家争得了在音乐剧舞台的一席之地，60年代通过《毛

发》、《啊！加尔各答》等剧帮助摇滚音乐登上大众舞台，

80 年代起帮助安德鲁·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

等作曲家确定了这一工种在音乐剧中的核心地位；

②体现美国社会的情感与情绪，如 30 年代的作品

体现美国社会的激进理想与美国梦的宣扬，50 年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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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剧场的时尚传播与时尚价值
——以纽约戏剧为例

摘要：近年来，商业戏剧面临着其他娱乐产业、数字媒体产品和跨界艺术形式的强势冲击。商业戏剧的功能、价值与
方向等问题再度引起讨论。本文以纽约戏剧，尤其以百老汇戏剧为例，着重探讨时尚传播视角为商业戏剧提供的新观念、
新方法和新价值：为理解商业戏剧的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应对数字媒体的挑战找到了应对策略，还为商业戏剧的发展
拓展了一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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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作品反映二战前后美国社会“麦田守望者”（Cather 

in the Rye）的焦虑、彷徨与希望；

③为美国社会提供高质量的视听娱乐生活，如迪

士尼出品的《美女与野兽》、《狮子王》、《阿伊达》、

《钟楼怪人》、《蜘蛛侠》等音乐剧具有极具流行性

的旋律和好莱坞的模式化情节，这对当代百老汇影响

深远；

④成为极具包容性的文化介质，为其他商业要素

提供一个跨界融合的平台。旅游、服装、广告、电影、

体育等行业都与百老汇形成过各式各样的合作。

遗憾的是，当下的商业戏剧大多只是强调了视听

和感官娱乐，而忽略了作为“引领”与“示范”的其

他功能。本文认为，只有实现了以上四种功能，商业

戏剧才显得完整并具有价值。

二、媒介演变视角下商业戏剧的应对

近年来，媒体技术全面渗透进戏剧行业。主要体

现在对戏剧创作过程的影响，利用数字媒体复制和传

播戏剧演出，以及借助相关媒介进行戏剧演出的营销

传播。这些影响在商业戏剧中体现尤为明显。而时尚

化的商业戏剧因对消费市场与数字媒体的敏锐洞察，

使其找到了应对数字媒体挑战的应对策略。

如今，百老汇作品中对数字影像技术的使用几乎

成为了标准配置。近年来，利用全息投影勾勒出的真

实影像，不仅增加了剧场空间的层次感和舞台的多面

性。使用全息投影技术的沉浸式戏剧，比其他传统舞

台幻觉更加真实。此外，利用数字媒体复制和传播商

业戏剧演出也成为近年来的新鲜事物。数字媒体和转

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只能通过现场观看的剧场演

出通过数字电视和互联网同步直播成为了可能。如今，

全球许多影院已经在售卖转播百老汇或伦敦西区剧院

实时演出的电影票。在 2020 年新冠肺炎流行期间，

百老汇联盟宣布关闭剧院之后，停工剧院的演员们准

备向观众提供线上表演，有些会以音乐会的形式出现，

部分收入将作为演员基金。在百老汇几次剧院停摆的

历史上，整个产业损失巨大。而这一次，数字媒体的

出现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危机。

近年来，在中国也开始尝试将数字传播技术作为

戏剧营销的技术和手段。不过分干涉戏剧创作，又能

够提升戏剧传播的影响力。导演孟京辉就曾采用过此

种方式创办了中国首个互联网戏剧创作直播节目——

“48 小时微戏剧”。开通的第一天起，节目的访问

量就超过了 8 万次，节目的影响力也通过互联网被进

一步放大。

然而，数字媒体对戏剧的介入仍然会带来一些问

题。如技术和艺术伦理冲突问题。传统戏剧演出中，

导演和编剧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能够完全从艺术创新

的角度决定戏剧的发展方向。但是随着技术资本的介

入，戏剧被推向市场，媒体和转播机构的话语权增加

会削弱制作人、导演、编剧对戏剧的决定权。同时，

各种所谓新形态的戏剧种类出现，也会造成追求标新

立异的形式与固守传统艺术性之间的争论。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观众在场感的缺失问题。传

统商业剧场所营造出来的在场感以及观演关系形成的

情感与思想交互一定程度上也会被数字媒介的介入剥

夺。然而，技术再逼真，营造的现实再真实，也终究

不过是“拟态环境”。

此外，戏剧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而产生的盗版和

版权纠纷问题也无法回避。当前网络环境错综复杂，

各种盗版问题和版权纠纷问题迭起。如果得不到合理

有效地解决，不仅会损害通过正常付费购买门票的观

众权益，也会搅乱整个商业戏剧市场的运作。

三、商业戏剧时尚化的价值

正如前文所述，商业戏剧处在“大众生产的亚场

域”中，它所面对的场域内的冲突、对抗和融合便是

更为复杂。时尚化对商业剧场不会是唯一选项，但不

啻为一种方向。其意义体现在两个层次：

为商业剧场的运营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以服装

设计为核心的时尚传播实践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商业运

营模式和时尚产业体系，尤其是在时尚生产、把关和

普及的层面贡献巨大。时尚的普及理论解释了时尚如

何透过人与人的交流和体制网络而散布开来，并且将

这种看似复杂和难以预测的现象清晰化为步骤、程序

和方法。这一套适用于服装设计时尚传播的方法论也

适用于包括商业戏剧在内的其他时尚传播过程，因为

“时尚体系有关时尚生产，无关服饰生产”，而包括

服饰生产在内的其他艺术生产却都可以被囊括在时尚

体系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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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剧场的时尚化提出了社会学和美学要求。肤

浅的题材、媚俗的表演、过度视觉化的舞美、浮躁的广

告宣传等都是商业戏剧追求表面时尚的误区。引入时尚

传播的相关理论，可以为研究商业戏剧提出更理论的思

考，如：是追求表面的感官娱乐还是追求内在的审美愉

悦？是追求形式的花俏还是追求内容的丰富？批判人本

主义是否应该存在于商业舞台？如何在美丑、雅俗这些

审美要素中维持平衡等等。商业剧场的时尚化不是让商

业戏剧简单化，而是给它增加了更多的维度。

与此同时，纵观西方现代时尚历史，几乎所有的新观

念、新技术、新产品都打着“创造性”的旗号在时尚生产

序列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时尚生产的合法性来源于其所在

社会环境的时代性，顺应时代性的创新便被时尚生产所接

受，而与时代性相悖的创新则被时尚生产所排斥。

这一观点解释了何种艺术创新可能被商业戏剧所

接纳。百老汇代表的商业戏剧代表着美国主流戏剧的形

态，其作品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和贴合美国当代社会

现实；而只有代表着观念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剧目产品才

可能获得票房的肯定。因此，百老汇深知创造性对它的

作用。以百老汇网络票房排名第二的舒伯特集团为例，

集团所属的基金会常年资助包括剧院、舞蹈、教育等非

营利性组织，特别是其对非营利性剧院的资助金额占据

其业务的近七成。通过这种资助，集团吸引了大批非营

利剧院的创意人才、创意题材、创新演出模式，一旦酝

酿成熟，就可以直接通向百老汇的舞台。这既是百老汇

的造血机制，也是它的创新机制。

结论：时尚化与时尚传播作为当代商业戏剧的特

征，既是当代戏剧在面对以互联网娱乐对受众接受和受

众审美冲击下的自我救赎，又是通过跨界合作、品牌联

动等模式规范化商业戏剧的生产机制，使其成为标准的

时尚文化产品的资本运作的必然选择；面对媒介演变，

数字媒体融入商业剧场丰富了剧场的内容和形式，又能

助力商业戏剧的营销手段与传播方式；最后，符合商业

规律的机械化戏剧生产在创造市场收益的同时，也因其

“功利”和“媚俗”饱受质疑，时尚传播的相关研究对

商业戏剧的介入，可以从本质上为其提供审美层次和方

法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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