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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京剧与西方歌剧的文化差异
◎安永明

中国京剧艺术与西方歌剧艺术的产生和发展
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性，这与其他事物的产生
有共同特点，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中国
京剧和西方歌剧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两种古
老的戏剧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在形成
时间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西方的歌剧艺术诞
生时间比中国的京剧艺术要早。因此，从这些方
面可以看出，中西方戏剧艺术各自存在着某些特
殊的条件和原因导致它们形成和发展存在明显的
差异性。

一、中国京剧艺术与西方歌剧艺术的含义
（一）中国京剧艺术
京剧，别名平剧、京戏，是一种程式化的综

合性艺术，集音乐、表演、脸谱、化妆、文学、
服饰为一体的舞台戏剧表演。京剧源起于清朝乾
隆时期，古时有“四大徽班”进京演出，徽班的
艺术家专于研究，在它的行为艺术基础上结合了
来自湖北的汉调艺术，以及昆曲、秦腔的表演方式，
后又吸收了来自民间的曲调，最终形成了“京剧”。
京剧又有“国粹”之称。由于京剧艺术包含着多
种多样的戏曲模式转化而成，因此它也具有多种
多样的表演特色。京剧除了具有传统戏曲艺术的
唱、念、做、打等艺术手段以外，还具有装扮角色、
表演故事等新颖艺术表演模式，形成了京剧本身
的独特气质。

（二）西方歌剧艺术
歌剧也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它包含歌

唱、诗歌、舞蹈等。歌剧来源于古希腊的悲剧。
16 世纪初“数字低音”的使用，为歌剧事业的产
生和形成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西方歌剧产生于
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为歌剧的发展制造
非常良好的契机，第一部歌剧《达芙妮》是 1597
年上演的，但因这部歌剧后来遗失，所以世界公
认的第一部歌剧是《奥菲欧》。伴随着歌剧的发展，
更加展现出人文化、民主化的特点。

二、中国京剧与西方歌剧产生文化差异的
原因

（一）文化背景因素
中国京剧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其产

生的文化背景主要来源于地主阶级更加注重对生
活的享受。此时的中国经济贸易发展迅速，西方
文化的介入促进了中国京剧的发展。而西方歌剧
更多地侧重于展示外部客观的世界，主要强调艺
术对自然的模仿，追求人的主观感受，其背景产
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因此，西方歌剧更侧重人文化。

（二）经济发展因素
中国京剧发展时期，我国工业产业与远洋贸

易合作频繁，我国经济贸易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并且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西方工业发达，
资产阶级快速发展，在原有的经济贸易中又继续
扩大了发展潜力。西方经济较我国经济发展更好
一些，所以经济发展因素也决定了两种不同戏剧

之间的差异。
（三）社会制度因素
中国京剧与西方歌剧所诞生的时期社会制度

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京剧诞生在我国清朝时期，
清朝时期的社会形态是封建主义社会，是一个由
中央集权统治、地主阶级依靠土地所有权统治农
民的社会制度。在剥削残酷的背景下，农民即被
统治着也被压迫着。因此，京剧所表达的抗争性
曲目较少，多为中庸的、含蓄的表达效果。而歌
剧主要诞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此时正
处在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主义矛盾激烈的时期。
资产阶级想通过社会改革而赢得自己的更多发展，
因此，西方文化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强烈的、个
性的、斗争的表演模式。

三、中国京剧与西方歌剧文化差异不同的
表现

中国京剧与西方歌剧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各
自的审美观点、风格体系、表达方式、人物妆扮、
舞美设计等方面上来。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京
剧主要表述一种抽象的艺术形象，突出表现在脸
谱、唱腔和服饰上，从这些妆扮的特点上可以看
出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描绘出中国古香古韵的
特点。而西方歌剧主要表述一种艺术形象的逼真
性，突出表现在装扮、服饰上。装扮的柔和之美
与服装的优雅之美相结合，给人以一种崭新的思
维模式观念具有独具匠心、意境恬淡等特点。西
方歌剧所描绘的是一种和平、民主的世界，具有
真实的客观性。因此，中国戏剧与西方歌剧的文
化差异在形式表现上就存在明显的不同。

四、结语
中国京剧与西方歌剧的文化差异主要来源于

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背景以及社会
制度背景。长期以来，中国京剧和西方歌剧有着
显著的区别，不仅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艺术鉴
赏上，都有着不可忽视而又具独特的一面，任何
的一种文化都不能被片面的解释。只有中西方文
化差异相互聚合才能构成文坛上的璀璨明珠，也
正因为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世界文化
才能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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