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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被誉为我国国剧，也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块

瑰宝。从 1790 年四大徽班进京，京剧开始孕育，到 1840 年左

右京剧的形成，京剧艺术已经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发展，其吸收

徽剧、秦腔、汉剧之所长而逐渐成为我国的一大剧种。

西方的歌剧是一种由戏剧（脚本）、音乐、舞蹈、建筑和美

术等综合一体的舞台艺术形式，其渊源可以追塑到古希腊悲

剧、中世纪城市及乡村加有音乐的宗教剧、文艺复兴时期模仿

古希腊的加齐唱的幕间剧以及具有戏剧化因素的田园剧、牧

歌等，到巴罗克时期逐渐形成了歌剧的形式。

中国的京剧和西方的歌剧实际上都隶属与戏剧之下，属

于戏剧的两个分支，由于中国和西方的人文背景有着本质的

不同，使得同一枝桠上结出了两朵不同的奇葩。下面本人就京

剧和歌剧的异同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异
1、歌剧大部分是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大小调体系，作者创

作的空间大；京剧的作者则不像歌剧作曲家表现的那样专业，

其业余性较强，采用五声调式创作，多运用板腔体和曲牌体式

的结构。

2、歌剧的演出主要是靠歌唱演员的演唱、乐队的演奏和

舞蹈演员的伴舞三者结合，而京剧则包括“唱念做打”四个组

成部分；歌剧中舞蹈的场面不多，而京剧演出中“打”即武打，

是一个重要主成部分，且演员众多；在音乐和动作的组合方

面，二者各有各的侧重点，歌剧中音乐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表

现力，动作只是作为音乐的一个陪称而存在。京剧中音乐和动

作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其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

3、歌剧中音乐占主导地位，其他一切都是围绕为音乐服

务展开的；京剧则是音乐服务于戏剧性，情节和矛盾在音乐中

展开，其音乐的发展遵循着板腔体原则，具有很强的传统性。

4、歌剧追求一定的舞台效果，特别是巴罗克时期法国歌

剧的代表作曲家吕利的创作：华丽的布景，奇巧的舞台机关，

富丽奢华的景观，这些都是在中国的京剧中所不曾出现过的，

京剧着眼于演员自身的魅力，舞台只是一个烘托气氛的场景

而已。

5、歌剧包含重唱、合唱、宣叙调、咏叹调及交响乐队等演

出形式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和戏剧效果，而京剧着重于行腔

韵味和氛围的烘托，具有约定俗成的套路、表现手段，情节处

理也比较程式化、系统化。

6、歌剧和京剧就好比西方的油画和中国的国画一样，一

个追求的是写实，真是的反映所描绘的事物，而另一个则追求

的是写意，烘托的是一种意境。

7、歌剧和京剧产生的社会阶层不一样：歌剧最早产生于

贵族阶层中，迎合的是贵族的欣赏口味，随后才逐渐转向世俗

阶层；而京剧产生于民间，更接近于老百姓的生活，具有浓郁

的民间文化的特色。

二、同
毕竟中国京剧和西方歌剧同属于戏剧的范畴之内，它们

的共同点细看之下也不难发现：

1、歌剧和京剧都是“歌”与“剧”的结合，都是音乐与剧情

的交融，都是在不断的结合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2、歌剧和京剧对于角色都有一个程式性的划分，如：在歌

剧中有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等，在京剧中

则有生、旦、净、末、丑等角色的划分。

三、总结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歌剧和京剧各有所长，各具特色，

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但借鉴歌剧中的优点来充实我们的京剧

还是切实可行的，在此本人有一下几点想法：

首先，京剧作为我国的国粹的确有很多值得国人骄傲的

地方，但是如果没有创新，京剧艺术就只能停留在原地难以向

前发展。京剧相较歌剧而言过于程式化，相对于变化丰富的人

物情节，许多戏曲音乐的创作仍然是“一曲多用”，这就大大的

限制了表演者的艺术发挥，而歌剧的创作中作曲家就不会被

这些条条框框所束缚，他们能够发挥个性，自由创作，所以对

于京剧“专曲专用”的改革是势在必行。

其次，纵观我们现在的生活，京剧的普及律大大不如歌

剧，全国只有少数学校开设了京剧艺术的选修课，音乐学院中

也没有专门学习京剧的专业。要发展京剧我认为就要像西方

的歌剧一样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最重要的是培养京剧方

面的演出人才，要扭转人们“崇洋媚外”的观念，还需要像西方

的歌剧院一样有专业的京剧演出场所。这样必然会吸引更多

的观众，观众多了京剧也就自然而然的繁荣起来，其生命力也

就会愈来愈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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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与西方歌剧异同之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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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京剧和西方的歌剧同属于戏剧范畴之下，但由于中国和西方的人文背景有着本质的不同，使得同

一枝桠上结出了两朵不同的奇葩。本文就中国的京剧和西方的歌剧在演出形式、作品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对二者的异同进行阐述，并对京剧今后的发展提出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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