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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京剧与歌剧的异同 

祖 英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艺术体育系，黑龙江 加格达奇 165000) 

(摘 要]京剧与歌剧有共同之处，但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是完全的创作，一个是按曲调填词。所以每一部 

歌剧都是独立的，而京剧则显得单调、雷同，唱腔也局限于“西皮”和“二黄”这两个主要的灵魂。所以歌剧更注 

重的是音乐，而京剧则由于音乐上的局限而使它成为“角”的艺术，这样也形成观众注重“角”的唱腔，而忽视一 

种总体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显得单一而不够丰满。但奇怪的是，它给听众的愉悦程度则完全不亚于歌 

剧 ，这也证明了能感动人的并不一定要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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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台艺术讲，东西方发展到极致的莫如歌剧与中国 

的京剧。西方的歌剧 比京剧早差不多一百多年 ，在 18世纪达 

到一个高峰，但歌剧真正完善是在 19世纪。那时西方涌现 

出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歌剧大师，如威尔第、瓦格纳、比才等， 

它使歌剧走向成熟，尤其是威尔第和瓦格纳，他们代表着歌 

剧艺术的两种美学观：一个崇尚感性，注重舞台的戏剧性效 

果；一个使歌剧走向了神性化的道路，使歌剧成为一种介乎 

于哲学与史诗性的、特殊的舞台艺术。瓦格纳 自己称它为 

“乐剧”，其实是想让它回归到古希腊戏剧的伟大传统。他们 

的实践使歌剧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平民化、戏剧化、 

精神化。事实证明，威尔第能跨时代地拥有听众，而瓦格纳 

则无需要一个特殊的时代，尤其是适合一个精神狂热的时 

代。现在在全世界内，威尔第歌剧的上演要远远的超过瓦格 

纳，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京剧呢?从“四大徽班”进京到现在 

约二百多年，期间也是有几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使京剧艺术走 

向完美，从“京剧派”来说，程长庚自不必说，谭鑫培使京剧达 

到了第一个高峰，但它的极盛是在梅兰芳时代。梅兰芳是京 

剧史上真正划时代的的人物，他使京剧艺术变得合理又不一 

味地听众情绪化的要求，这和威尔第一样。威尔第使歌剧真 

正的围绕着作曲家的思路，而不让演员媚俗的自由发挥。梅 

兰芳虽然没有达到威尔第式的戏剧理想，但他已经开始有意 

识地使剧情变得尽可能的合理，而不像以前只是为了迎合听 

众的趣味。京剧的极盛在二、三十年代，比歌剧的极盛晚了 

不到一百年 ，但兴衰的程度是一样的。歌剧在 20世纪四、五 

十年代又是一个小高峰，而京剧也一样。物质世界发展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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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而戏剧只适合悠闲的人群 ，它供人细细品味，而不会让 

人产生丝毫的利益。 

京剧与歌剧有共同之处，但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是完全 

的创作，一个是按曲调填词。所以每一部歌剧都是独立的， 

而京剧则显得单调、雷同，唱腔也局限于“西皮”和“二黄”这 

两个主要的灵魂。所以歌剧更注重的是音乐，而京剧则由于 

音乐上的局限而使它成为“角”的艺术，这样也形成观众注重 

“角”的唱腔，而忽视一种总体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显得 

单一而不够丰满。但奇怪的是，它给听众的愉悦程度则完全 

不亚于歌剧，这也证明了能感动人的并不一定要尽善尽美。 

下面试从几个方面来谈谈京剧与歌剧的区别不同。 

第一，剧本。京剧的剧本是舞台艺术中最弱的一项，它 

的情节是按照想当然的和理性来发展的，它只注重世俗名 

利，重视理所当然的道德规范。它对生活的启示只在于好人 

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简单的训世意义。但实际的生活却远 

非这么简单，京剧无法剖析更深刻的人性内在，它的剧本粗 

浅、简单，能使人一目了然却又不足为训。而京剧的流行，一 

部分原因正是由于简单的剧情和想当然的推理法，使老百姓 

感到想象中的满足。例如《秦香莲》中，包公的正义和秦香莲 

的遭遇都能使听众的情绪为之高涨，再加上演员的渲染，它 

满足于一种膨胀的情绪和快感，仿佛使人感到恶人都会有被 

铡的下场，陈世美的被铡是一种简单渲染的戏剧快感，但它 

对戏剧的理念是毫无帮助的。 

西方 18世纪歌剧也一样，王宫将相生活，所谓的崇高不 

堪一击，但到了 19世纪以后，歌剧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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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比才的《卡门》，戏剧的线索有几个特征， 

唐·豪塞对卡门的情欲，卡门为了生活和自然的本性而到处 

留爱，但最终因无法欺骗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而情愿被唐· 

豪塞刺死。戏剧的冲突是强大的，它最大的意义是让人感到 
一 种本我的生命状态，一种可信的人生悲剧的含义。当然， 

它的音乐也持续着这种悲剧而发展。如果非要用界定来说 

明的话 ，京剧重视理想化的道德，而西方歌剧则已开始注重 

对生命的思考。 

第二，音乐。西方的歌剧是完全的创作，而京剧则是按 

曲填词。所以歌剧的音乐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成熟 

的。巴洛克时期音乐以复调为主，而到了古典时期，由于主 

调音乐占据了音乐的中心，故此，使歌剧的戏剧性加强，而对 

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则更显得合理、深刻。例如威尔第的 

《茶花女》，每一幕的音乐都牢牢地按照主人公的内心变化而 

发展 ，第一幕喧闹的酒会现场；第二幕循环不断的、悲剧性的 

动机以及第三幕死亡般沉郁的下行旋律都暗示了主人公维 

奥列塔在不同的时刻所遭遇的不同命运。19世纪的歌剧是 

动机型的旋律，它使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有固定的、暗示的旋 

律，并且符合人物的外在以及心里特征，它加深了剧情发展 

的延续性。 

京剧相比起来则要粗浅的多，旁的不说，就说人物出场 

或喜庆场面几乎完全一样，京剧的音乐不是描写人物和剧情 

的，，它对戏剧的发展没有丝毫帮助，它是一种类型化的伴奏， 

如老生、花旦、小花脸等等的出场都有特定的场面说话，让人 
一 听就知道这是武将亮相，这是媒婆出场。所以从音乐本身 

来说，京剧音乐的单调是必然的，它实际起到的作用只是简 

单的助奏，并通过演奏员手上的功夫，使演员唱的情绪产生 

变化，而除此之外，它不像歌剧的音乐常常和剧情产生紧密 

的联系。 

第三，流派。京剧的流派是个人通过不断的时间和总结 

而产生的，它只代表个人的演唱风格 ，而歌剧则不是。它有 

着一个比较宽泛的流派体系，如大家知道的意大利“美声唱 

法”等。这其实很说明一个问题，歌剧音乐因为本身就比较 

丰富，所以一般并不会让演员去设计唱腔，它有着一套比较 

科学的发声方法 ，只要有天赋，那么经过若干年系统的训练 

就能成为一个歌剧演员。京剧则不一样。我认为，正是因为 

京剧相 比之下的单调，所以才使得流派这一朵奇葩发射出耀 

眼的光芒。京剧由于旋律单一，故此对演员的要求就相当 

高，这样也使得流派迅速地成为京剧艺术的一个主要特征， 

所以欣赏京剧其实也是欣赏流派艺术，而不懂流派也就不懂 

京剧。京剧的唱腔就是“西皮”、“二黄”、“四平调”、“二六”等 

简单的几种 ，你花很短的时间就能熟悉，所以不听不同的流 

派所带来不同的演唱风格，那你在听什么呢?京剧音乐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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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而带来了流派艺术的丰盛，而它的衰弱也是预示在流 

派艺术的相继乏人，梅兰芳、程砚秋毕竟已是过去 ，模仿无法 

替代正宗，流派艺术的停滞不前是戏曲艺术衰弱的一个重要 

原因。 

第四，表演。这也许是京剧最值得骄傲的地方，相 比京 

剧的表演，歌剧舞台的表演几乎不值一谈。虽然京剧的“程 

式化”看多了会感到单调，但这也是京剧本身的单调性所引 

起的。它是几代京剧艺人智慧的结晶。西方音乐因为本身 

很丰富，所以它完全可以按照音乐的意境编排许多不同的舞 

台造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天鹅湖》差不多两小时，有 

着严密逻辑的音乐可以让你有充足的想象力来安排舞蹈，而 

京剧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一部两小时左右的京剧，音乐都 

是重复的，所以“程式化”对西洋音乐不合适，但对京剧却是 

最好的，而尤其是它的写意性 ，这是京剧，也是中国戏曲的灵 

魂。戏曲的舞台不填的太满，它和歌剧注重写实的完全不一 

样，京剧的舞台一桌两椅其实有他的特殊性，那正是演员可 

以放开手脚 ，以自己精湛的表演来吸引观众，喜欢看老戏的 

观众都会为周信芳、马连良等如火纯情的表演艺术而叹服。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京剧中的演员是第一性的，他的表 

演往往决定了一部戏的成败，而唱腔则显得次要，唱腔是演 

员设计的，按剧情及人物的需要而决定是用“西皮”还是“二 

黄”。 

第五，听众。咋一看，似乎听众和两者期间没有联系，其 

实不然。有什么样的听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戏曲。京剧与歌 

剧都属于大众艺术，而不是庙堂艺术，它的高雅从何而来? 

以前的歌剧观众和京剧观众绝大部分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 

京剧剧情的简单化，正是它能从“昆曲”这样一种文人趣味太 

浓的戏剧中摆脱出来，使一般没有多少文化的平民百姓能够 
一 目了然，但恰恰又是这种公式化的剧情，使京剧在脚本上 

显得过于薄弱，现有的京剧曲目中很少有几部能产生类似 

“灵魂”震撼的效果。京剧应该从这种状况中脱离出来，而尤 

其是现在，京剧听众的文化层次已远远高于20世纪初的人 

们，他们对文化的要求以不仅仅是“好看”“热闹”，而是培养 

新一代的京剧观众，逐渐使京剧艺术显得更为丰满、出彩。 

而用什么哗众取宠的“大制作”、“大场面”只会使这批观众远 

离京剧市场，满足以听老唱片，发思古之幽情。 

文化的衰弱尤其必然性，但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 

应该以什么样的作品来吸引人们的关注呢?总是说别人不 

懂毫无意义，目前市场上一大堆粗制滥造的东西能怪观众不 

接受吗?西方的歌剧虽然也已经衰弱，但还是有着一批坚实 

的欣赏者喜欢它们，京剧也一样，情愿为一千个观众奉献一 

出好戏，而不应该给一百万喜欢京剧的人奉献一台“京歌”。 

这种一厢情愿的“普及”无助于振兴京剧。 

(责任校对 包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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