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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我市又一部原创音乐剧震撼

启航。昨日下午，由厦门歌舞剧

院、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厦

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联合出品的

原创音乐剧《鼓浪之声》工作推进

会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举行，标

志着这部兼具艺术性与市场潜力

的作品正式建组，进入创排冲刺

阶段，预计将于今年5月在厦门嘉

庚剧院首演。

讲述鼓浪屿华侨故事
鼓浪屿是世界文化遗产，多

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形成独特的

国际历史社区。而在短短百年历

史中，这座小岛涌现出许多可歌

可泣的名人故事。音乐剧《鼓浪

之声》以鼓浪屿华侨群像为原型，

围绕“一座岛、一群人、一架琴、一

个家”的核心主题展开创作，旨在

弘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及鼓浪屿

文化，既展现厦门开放包容的城

市精神，也为传承弘扬闽南文化

提供创新载体。

据悉，该剧已入选国家艺术

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及2025

年度福建省舞台艺术和美术精品

工程，开创了“艺术院团+商业院

线+学术机构”的联合创制模式，

为探索市场化与主旋律结合提供

了新范式。

昨天的工作推进会上，来自

厦门歌舞剧院的演员们表演了

剧中的多个片段，从《填不满的

房间》到《山河血》，再到《靠

岸》……演员们通过演唱、台词、

舞蹈的多元呈现，生动演绎了剧

中角色的情感张力，让观众真切

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波澜起伏，从

而沉浸在音乐剧营造的故事世

界中。

该剧在音乐、舞蹈、舞美设计

等方面均体现了追求艺术创新的

理念。音乐创作融合福建民谣与

西方现代音乐元素，既保留了闽

南文化的独特韵律，又通过摇滚、

爵士等风格的创新编排，赋予传

统曲调国际化的表达。舞蹈创作

聚焦舞蹈的功能性与形态塑造，

使音乐剧里的舞者深度融入剧中

情境，成为推动情节发展、营造氛

围的关键一环。

国内顶尖创作团队打造
鼓浪屿的故事很多，要讲好

却不容易。据了解，音乐剧《鼓浪

之声》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创作团队

——曾执导音乐剧《在远方》《理想

之城》的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副

主任肖杰担任该剧导演，三度获得

“曹禺剧本奖”的厦门知名剧作家

曾学文担任编剧。此外，上海音乐

学院音乐剧系主任安栋，北京舞蹈

学院舞美系主任、国家一级舞美设

计任冬生，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

青年演员、国家一级舞蹈演员王亚

彬，著名词作家田辰明等业界大咖

组成主创班底，为确保该剧有较高

艺术水准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于编剧曾学文而言，写一

部有关鼓浪屿的戏一直是他梦寐

以求却又不敢轻易触碰的事。虽

然之前写过无数厦门题材作品，但

他内心深处最在意的还是鼓浪

屿。2017年，鼓浪屿成功申遗之

后，他开始酝酿创作《鼓浪之声》。

在关于鼓浪屿的诸多故事中，他梳

理出不少感人的华侨群像故事，以

此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将人物情

感融入鼓浪屿文化中，以达到历史

性与艺术性结合的效果。

《鼓浪之声》导演肖杰说，《鼓

浪之声》契合鼓浪屿的外在形象

与内在精神气质，希望该剧可以

唤醒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情感，让

更多人走进鼓浪屿、了解鼓浪屿、

爱上鼓浪屿。

目前，该剧的各项创排工作

正有序推进，首演预计在今年5月

进行。“剧组全体成员以打造精品

为目标，全身心投入排练工作中，

以求首演时取得最佳演出效果。”

肖杰说，该剧首演后，将进行全国

巡演。

音乐剧《鼓浪之声》计划5月首演
弘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及鼓浪屿文化，目前进入创排冲刺阶段

音乐剧《鼓浪之声》工作推进会昨日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举行。记者陈理杰摄

晨报记者叶子申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昨

日，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总票

房已突破140亿元。在这部电影

中，除了哪吒和敖丙等主要角色

之外，石矶娘娘这个“小角色”也

因其鲜明的个性而受到不少网友

喜爱。记者昨日获悉，厦门漫行

者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电影中石

矶娘娘片段的灯光合成工作。一

段4分钟左右的片段，动画灯光

师反复打磨了一年多，最后才为

观众呈现出精美的画面。

“我们从上海一个团队的手

中接到这个外包项目，从2023年

年底开始投入创作，公司共有17

位动画师参与。”厦门漫行者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动画总监

叶荣旭告诉记者，虽然电影中石

矶娘娘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

4分钟左右，但这部分画面的灯

光合成制作难度较高。

“一方面，特效素材和灯火素

材的体量大得惊人，一个镜头的

完整素材交付合成往往需要好几

个月，团队为此采用多线并行的

方式，一点点将效果叠加起来。”

叶荣旭说，在石矶娘娘的闺房制

作方面，团队更是遭遇了极大的

困难。整个闺房的灯光搭建工作

极为复杂，团队花费了一个多月

时间，使用了两三百盏灯，才初步

构建起框架。

据悉，厦门漫行者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8年，曾参与《长

安三万里》《消失的她》《青蛇劫

起》《白蛇浮生》《雄狮少年2》等

多部热门电影的动画制作。该公

司还与腾讯、网易、叠纸等进行游

戏项目合作，参与了《无线暖暖》

《王者荣耀》《原神》等多款游戏动

画镜头和动作环节的制作。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越来越

多厦门企业凭借全流程的动画制

作技术实力而成为众多热映动画

电影的“幕后英雄”。厦门凡塔斯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深度参与了

多部动画电影制作，包括《长安三

万里》《雄狮少年》《杨戬》等。以近

期上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2》

为例，凡塔斯参与制作了其中30

多个场次、总时长达近40分钟。

“全程耗费了团队13个月的制作

时间。”该公司总经理吴鸿斌说，

武器打斗、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

戏等，是制作难度比较大的地方。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厦门市委宣传部制定了

《2025年厦门市影视精品项目

申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即日起至3月31日，符合条件的

影视机构可登录“i厦门”申报。

根据《指南》，参评项目的

申报主体应为该作品拍摄制作

备案公示/立项公示的申报机

构，并且是在我市依法设立、经

认定的影视企业。选题方面，

重点支持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好典

型、好故事，且具有厦门特色元

素的题材。对申报厦门市重点

支持的影视作品项目，根据主

题内涵、主创团队、艺术价值、

创新程度、项目潜力等，原则上

评出不超过5个（含5个）电影精

品项目、不超过5个（含5个）电

视剧和网络影视剧精品项目。

获评的影视精品项目按照

类型分三阶段给予资金奖励。

电影精品项目方面，完成完整

剧本创作后，给予不超过30万

元剧本奖励；完成摄制后，给予

不超过100万元摄制奖励；影视

作品上映播出后，给予不超过

120万元宣传推广奖励。属于

厦门题材的，给予不超过60万

元剧本奖励、不超过200万元摄

制奖励和不超过240万元宣传

推广奖励。

电视剧和网络电影、网络

电视剧、网络动画片精品项目

方面，完成完整剧本创作后，给

予不超过20万元剧本奖励；完

成摄制后，给予不超过80万元

摄制奖励；影视作品上映播出

后，给予不超过100万元宣传推

广奖励。属于厦门题材的，给

予不超过40万元剧本奖励、不

超过160万元摄制奖励和不超

过200万元宣传推广奖励。

网络微短剧精品项目方

面，完成完整剧本创作后，给予

不超过20万元剧本奖励；完成

摄制后，给予不超过50万元摄

制奖励；影视作品上映播出后，

给予不超过80万元宣传推广奖

励。属于厦门题材的，给予不

超过40万元剧本奖励、不超过

100万元摄制奖励和不超过160

万元宣传推广奖励。

花一年多给石矶娘娘“打灯光”
众多厦企凭借动画制作技术实力成为热映动画电影“幕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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