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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下的歌剧发展现状

2020年中旬，陆续出现“云端”演出，多数剧院也已默认

“云端”这种演出形式。相比线下演出，“云端”演出在此次特殊

时期中突出较为广大的优势。“云端”演出迅速的传播了许多优

秀的艺术作品，受特殊时期原因，大多数人多数时间都在隔离当

中度过，因此有机会静下来观看、了解他们所认识的、以及不认

识的艺术作品，例如歌剧。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领域不断拓

展，“云端”、“线上视频”成为新主流。中国音乐市场不断涌现

新主体，中央歌剧院和腾讯集团也展开了合作，利用互联网深入

挖掘歌剧艺术资源，产生新的传播歌剧的媒介，让更多年轻人通

过互联网观赏歌剧、喜爱歌剧、学习歌剧，为推动文化艺术繁荣

发展、服务社会、服务大众贡献力量。受到特殊时期的冲击，国

内外剧院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如现场音乐会、歌剧等等业务难以

进行；同时，在线音乐会、在线歌剧等新业务也陆续的拓展，在

线行业获得较好的发展红利。

歌剧是综合戏剧、诗歌、音乐、舞蹈和美术等艺术要素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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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深入研究了中国歌剧的发展和创作，旨在探索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历史演变、文化影响以及现代创作的现状和未来展望。通

过对中国歌剧的起源、传统文化的融合、代表作品的分析以及当代中国歌剧创作的特点和挑战的探讨，本文梳理了中国歌剧在不同时期

的风格特点和社会背景。中国歌剧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独

特的魅力。通过研究中国歌剧的发展和创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精神，同时也为中国歌剧在未来的发展提供

了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唱歌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拥有14亿左

右人口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对丰

富精神方面的追求也变得更加强烈，但歌剧艺术在中国还是不如

其他方面艺术受多数群众喜爱。中国宋元以来形成的戏曲属于歌

剧范畴，“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歌舞剧，随后，在民族民间音

乐、戏剧基础上，借鉴了西方歌剧，创造了以《白毛女》为成型

标志的中国民族歌剧。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出现了《江姐》《刘

胡兰》等优秀作品。除了歌剧演唱者、从事文艺工作者、以及喜

爱歌剧的业务爱好者以外，有一部分群众看不懂歌剧、听不懂歌

剧，也有一部分群众尝试想看懂歌剧、听懂歌剧。是什么原因导

致中国歌剧艺术不能很好的向本国人推广？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

思。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如何让更多人民群众了解

中国歌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金曼院长也

多次提到，“中国美声”应成为中国歌剧研究的一个课题，一个关

乎中国歌剧发展速度和进程的切完课题。金曼教授在《中国美声

论》提及到：“‘中国歌剧’的概念只有放置在世界范畴才能够

成立。中国歌剧应该是世界歌剧的一部分。中国歌剧只有用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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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法演唱才能够在世界上立足。”

二、后时代中国歌剧的创作

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歌剧作品，

是一项伟大的任务。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具有上千

年文化底蕴的大国，观望过去的中国民族歌剧作品，《白毛女》

《江姐》《刘胡兰》等，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民族特色，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深受观众的喜爱。到了当

代，中国歌剧如同陷入了瓶颈期，每年创作出非常多中国歌剧，

最终能呈现在舞台上的、能被观众所记住的少之又少。目前中国

歌剧受众人群有限，如何打破这个局面，笔者认为，还需要继续

创作、探索出新的中国歌剧作品，在选题上要贴近当代、贴近群

众；能把握好作品的内涵和观众对中国歌剧接受的层度出发。

在探索现当代中国歌剧如何发展的问题之前，有必要重返以

《白毛女》为代表的中国新歌剧产生的时代。歌剧是随着西方文化

的不断涌入，逐渐被中国人所认识和接受。和汉代“丝绸之路”

时一样，欧洲、中亚和南亚等地区的舞蹈元素东渐传入中国并在

宫廷乐舞中占有很大比重，西方的歌剧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

也是中西方的贸易交流以及文化碰撞的结果。自西洋歌剧传入中

国，我国的艺术家就立足于谋求探索一条具有本土化特点的“创

新”之路，而任何时期的艺术发展乃是由当时环境的客观因素决

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白毛女》的创作者们在当时具备一

定深度对西方歌剧的了解，但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仍是在不断摸

索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在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要

谋求一种新形式的发展，是实践反向指导理论的。歌剧《白毛

女》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白毛女》

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离不开非常重要的几点，一是当时演出时

动员了许多人士上前线；二是直面农村里面农民及土地问题，还

成功塑造出一个悲剧人物形象“喜儿”，引起非常多观众情感上

的共鸣。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功为后来的中国歌剧创作提供了

一个经典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过去的经典歌剧作品固然重要，当下创作出新颖、时髦、有

内涵并且符合大众口味的歌剧作品是创作者们一直探索的问题。

虽然这个过程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每个国家在将歌剧这种艺术形

式引入时，也同样遇到了我们创作时遇到的困难。为此，笔者提

出几点仅表达自己个人想法的观点：第一，歌剧剧本创作的故事

体裁不要只局限在革命历史题材上，可以尝试多种新题材。例

如，当下正能量社会性题材的歌剧、家庭性题材的歌剧等。剧作

者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剧本是创作歌剧的重中之重，剧本创作需

要科学且谨慎，文本要坚实；故事情节要合理化、人物形象要鲜

活、主题要明确；剧本必须要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不然到头来也

是白费力气。如果文本不坚实、情节不合理，在后期作曲创作上

也会遇到许多困难；第二，在作曲方面作曲家章绍同在发言中谈

了他对中国歌剧创作的几点看法。他警告说，要实现“既是民族

的又是世界的”中国歌剧，不仅对外国的不能照搬，同样对中国

传统的也不能照搬。在技术方面，歌剧作曲家的戏剧音乐结构能

力和情节动机展开能力尤为重要，而这恰恰是中国作曲家的软

肋。“歌剧的成功远远不止于一首歌是否好听。”此外，章绍同也

表示了对现代作曲中某些现象的忧虑。现代音乐风格各式各样，

丰富多彩，许多作曲家也时常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来创作歌曲，

最后部分作品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尽人意。当下时代进步速度非

常快，也导致非常多的创作人内心浮躁，为了赶时间、赶作品，

许多作品都是东凑西拼而成。在杨燕迪教授的《当代文化语境中

的歌剧状况与未来愿景》一文里，也提到现代音乐中所有的技术

探索都在歌剧中留下了痕迹，而且确实也诞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

的剧作。当下虽然有很多优秀的现代歌剧，但由于普通观众难以

理解剧本里面的剧情，音乐上也没用好听的咏叹调以至于不能收

到观众的喜爱。由此可见，音乐在歌剧里面的重要性不比剧本剧

情低。作曲者不能创作东凑西拼的音乐，不考虑剧本里面人物的

形象，而是需要与剧作者进行沟通，在多次沟通、多次修改中创

作出耳熟能详的咏叹调作品。剧情的发展可以分配部分给说白来

推动，音乐部分可以在剧情的高潮部分展现出来。作曲创作方面

风格尽量要统一、旋律要简洁并且能贯穿剧情结构。对于普通群

众而言，欣赏歌剧作品的能力有一定的限制，多数人都是因为歌

曲旋律动听才愿意去了解歌剧剧情，所以考虑到这点因素，还是

需要通过音乐旋律来抓住剧情。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不同的，在

欣赏同一部歌剧时，每观众的观感也是不同的。如果音乐旋律能

够把更多观众带入歌剧剧情之中，受到多数观众的喜爱，我认为

这部歌剧在某些方面已经迈出成功的第一步了。笔者认为，歌剧

作曲家与普通的作曲家还是有一定的区分，歌剧作曲家不仅仅要

懂作曲的理论知识，同时要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能懂舞台与戏

剧、头脑能有对歌曲创作整体性的思维才能创作出一首好的咏叹

调；第三，中国歌剧要用中文演唱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很

多中国歌者在演唱中国作品上常常遇到许多咬字的困难，但这些

困难都是可以多加练习解决的。既然是中国歌剧，一定就要用中

文演唱。作曲家与剧作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中国语言与民

族音乐所能产生的联系，歌唱者也需要克服语言障碍问题。在咬

字、发音上做出努力，不能另观众听不清楚演唱的内容，从而使

得观众认为美声唱法有问题，其实这是歌唱者的问题。单单靠好

听的歌曲旋律是不够的，歌唱者也做出相应的努力，作为一个中

国人，如果连自己母语都演唱不好，很难走出世界，很难把中国

歌剧推向世界，更严重的是令人怀疑美声唱法是否适用于中文，

这点是歌唱者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在金曼院长的《中国美声

论》中提及到，乔羽先生说过，谈中国歌剧发展，“不可避免地要

碰上一个美声唱法的问题”，“用美声唱中国歌剧就必须使这种方

法与中国语言（汉语）相结合”。乔羽先生所说的“不可避免”，

表明他认为中国歌剧是要用美声唱法演唱的，但前提是必须解决

好与中国汉语言相结合的问题。中国的歌剧表演者在唱外国作品

的前提，更要把本国的作品演唱好，向中国人民传播中国歌剧、

中国的咏叹调。歌剧创作本身就是一项较大的工程，这个过程非

常复杂，中国歌剧的创作发展也经历了许多波折、瓶颈，曾经撒

下的中国歌剧种子也陆续发芽，证明中国这块土壤的包容性非常

大。中国歌剧事业不仅要靠文艺工作者来努力，更需要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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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齐心协力来推动这项艰巨的工作。

三、后时代中国歌剧的展望

当下是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不仅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

不断展开交流，艺术领域方面也是不断互相交流、传播。在这么

好的一个时代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经常参与其中，当今社

会中，放眼过去随处可见全球化。早在上个世纪起，互联网的出

现也使得各国不同文化的交流更加的密切、频繁。互联网给各国

之间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重要性的作用，全球化也对全球人们起到

巨大的影响。因此在当今社会中，如何迎接全球化、本土化的歌

剧对相关从业者也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

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也要

反思自己的缺点，以及薄弱之处。歌剧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

是满足人们精神所需与具有商业价值的一种剧目。

首先笔者要提到的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

全球本土化指的是全球范围内所有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

环境和方式。“全球本土化”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

土化”（localization）的复合词，此术语普遍运用于经济或商业领

域。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以科技发达为基础，各国各

地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多元概念，与本土化相对。本土化

是指对某一事物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特殊性的过程。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餐饮店“麦当劳”是全球本土化的经典案例之一，麦当劳

为了适应当地人的口味，其连锁店的菜单各不相同，完美的诠释

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互为辩证统一关系。所以，中国

当代歌剧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也可以迎来新的可能性。因此，笔者

试图使用“全球本土化”，借此试探索后时代如何发展中国歌剧

艺术。

虽然歌剧诞生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歌剧想要走向国际化的

前提，首先要创作出本土化的歌剧，其就是上述笔者所讲的，要

用美声唱法来演绎中国歌剧以及用中文演唱中国歌剧，根据中国

人的理解能力以及思维方式来创作属于中国的歌剧剧目。本土歌

剧如若能使观众引起共鸣，且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才能走向国

际化。而歌剧《原野》成为首部登上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

的中国歌剧，《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原野》将成为在国际保

留剧目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歌剧。”从而使西方人对中国歌剧开

始有了新鲜理解。所以，中国歌剧想要走向国际化，就必须先经

历本土化的成长，就必须创作出优秀的原创作品。不论是中国还

是西方国家，原创歌剧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些原创作品都

经历无数次的修改、无数次的质疑，存在着一个被质疑到被接受

再到被承认的过程。本身歌剧艺术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其发

展在不同时期也遇到不同的困难和阻碍，中国当代歌剧的发展，

应顺势而为。其次，想要使中国歌剧作品能够走向国际化的第一

步，就需要积极培养中国本土歌剧人才，需要中国优秀的歌剧人

才来演绎好中国歌剧。

结语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刺激了歌剧行业，而形式的突破也会带

动内容的发展。全球经济的衰退或许会导致一部分歌剧作品从此

销声匿迹，但是歌剧一定还会继续发展。笔者以为，中国现当代

歌剧要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生存环境，则作品本身应具备“全

球化的思维”，即能够在不动摇作品的灵魂，不破坏作品的结构

基础上，灵活适应不同的文化土壤。在把本土文化“中国歌剧”

推广出去的同时，一定要伴随着本土文化对全球化语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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