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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剧芝朱习厌兹敌剧钓影响研宓

谷涛

摘要：京剧艺术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一朵奇葩，综合了文学、历史、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学科及艺术形式。

蕴含着不同的历史观念与社会思潮，是中华民族长久积累的艺术瑰宝和精神财富。作为传统艺术的民族歌剧必须建立在民族

文化之上，尤其是吸收京剧艺术中的优秀成分与先进文化，最终形成民族歌剧特有表演风格与演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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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歌剧产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它是在社会大众

排斥传统戏曲与追捧谣洋戏剧思潮背景下产生的。正是在这

种民族危亡时刻，艺术家从西方歌剧艺术中寻求中国歌剧的

发展出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

小孩》是中国新歌剧的开山之作。从那时起，民族歌剧迄今

为止已经发展了近一个世纪。

民族歌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到抗战前后，此时的作品多是歌曲旋律的流动性

与话剧真实性的有机结合，具有很强的戏剧渲染性，到1944

年的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才真正标志中国新歌剧

民族风格的形成，即中国民族歌剧的确立；第二个阶段是从

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民族歌剧的繁荣期，代表

作有《江姐》、《刘三姐》、《小二黑结婚》等，尤其是此时对

歌剧《白毛女》创作标准的继承与发展，在民族化与传统戏

曲等的继承上有很大突破；第三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

社会的日新月异，民族歌剧的发展却相对萧条，主要的代表

作有《原野》、《党的女儿》等。从民族歌剧的发展可以发现，

目前中国民族歌剧发展举步维艰，从原有发展经验中也可以

发现，我们必须要吸取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元素，如京剧

艺术的尤其成分，只有这样才可以寻找到民族歌剧的发展之

路。

一、京剧艺术是传统戏曲的典型代表

京剧艺术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华民族戏曲音

乐艺术的集大成者，充分展现了东方艺术的魅力。它蕴含着

中华传统的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从产生发展至今具有了完

善的艺术体系，承载着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的气质内涵，是中

国人特有的精神栖居家园。京剧艺术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体验派表演与布莱希特的表现派表演并称世界三大表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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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传统戏曲艺术中价值最高、流传范围最广且影响最大

的戏曲种类。欣赏一部京剧，可以体会到其华丽的服装、悦

耳的唱腔、传神的对话、优美的表演、精彩的武术与深厚的

中华道德思想等。它的内容与形式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音乐

舞蹈、传统文学艺术与传统思想观念等内容，它的优秀成分

对民族歌剧的发展不可忽视。

二、京剧艺术对民族歌剧影响的积极因素

l，善与美的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善与美的和谐，善是美的前提。儒家

思想中就是强调美从属于善，美善和谐，如《论语》：子谓

《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

说的就是《韶》乐美且善，而《武》谈不上善，仅仅是美，

可见，儒家思想中的美善观念与道家的美真思想具有着殊途

同归之意，可谓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在民族文化孕育中形成

的京剧艺术也具有着善美和谐的特性。在本质上，京剧艺术

中便渗透着深厚的民族化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与民族思想

情感相融合，具有特定的民族精神，可以说京剧艺术中的善

体现着人性之美，这种内容又通过形式美的样式加以展现。

如正义凛然打击邪恶的《铡美案》，推崇爱情批判见利忘义

的《杜十娘》，宣扬民族气节的《苏武牧羊》，展现忠孝观念

的《赵氏孤儿》等，所有的这些戏曲艺术无不包含着中华民

族传统朴素的道德情感。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传统观念中的某些内容有所

变迁，但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与美学思想所积淀的民族

气质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中华民族的发

展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现代的民族歌剧也必须

对此传统进行继承，将美善观念融合于歌剧演唱的内容与形

式上，循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与传统美学思想来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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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的辉煌与繁荣。

2，写意性与虚拟性的统一

虚拟性是舞台空间艺术中表现时空的重要手段，尤其是

中国传统艺术中对虚拟与写意的使用远比西方要美妙的多。

戏剧理论家余秋雨曾说：“写意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种重要

命题，在戏曲表演中主要表现为对时空的突破，以及动作布

景的虚拟。”梅兰芳也说：“京剧演员在台上所表述的骑马、

乘车、坐轿、开门、关门、上楼、下楼等一切虚拟动作和手

的各种指法，眼睛的各种看法，脚的各种走法，都是把实际

生活的特点高度集中，用艺术夸张来表现在观众的眼前，使

观众很清楚地抓住演员每一个动作的目的性。”可见，京剧

舞台上的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可以是破瓦寒窑、皇宫内院乃

至中军大帐。虽然这与实景差别很大，但是观众所看的并不

是戏曲的外在形式而是其内在的神似内容，是一种驰骋想

象、身临其境的意境。如此具有很明显的舞台效果：虚拟性

与写意性的结合可以让戏曲表演具有最大的自由性，演员能

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我的自由性，而丢掉太多道具与布景的

阻碍，减少不必要环节，尽力塑造、模仿或还原现实生活中

人物与事物的举动活动，最大限度把注意力放在人物性格的

塑造上；在经济上可以节约成本，不造成资源上的浪费，京

剧以人为本的朴实戏曲表现形式，正是民族歌剧应该吸收和

借鉴的。

3，京剧的脸谱与服装，更加注重神似

京剧中很注重人物造型，其中脸谱化妆手段便是在唐宋

涂面基础上形成的，有着民族图腾崇拜的积淀内容，虽然京

剧中仅仅是部分角色使用脸谱造型，但是此类手段的使用可

以更加有效地传神表达。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遗貌取

神”、“离形得似”便是强调形式服务于内容的传达。可以说，

有时为了追求神似可以对形似进行突破。脸谱的使用便是如

此，通过各种脸谱塑造能够更加有利于角色的体验与刻画。

还有京剧的服装也是神似的创造，在京剧艺术中通过夸张的

写意服饰来传达对意境美的追求。这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逻

辑的限制而是服务于人物的性格身份特征等，通过色彩与图

案象征性的传达无声的人物性格，这种塑造手段要比语言传

达更加传神、准确而直接，如此既可以调动演员的潜在表演

素质，又能够服务于观众的视觉感受。

目前的民族歌剧表演时常停留在对话剧的模仿表演与

写实体验，而对传统戏曲艺术中“神似高于形似”的艺术表

演真谛却视而不见。从表演角度来看，民族歌剧需要对此问

题进行思考。

4，京剧特色的唱腔

京剧的关键注重情节，更注重唱腔，俗话说“听戏”而

不是“看戏”，就是说注重京剧艺术的唱腔艺术，通过对唱

腔艺术设计的“听”来体会人物刻画的淋漓尽致。具体来说：

(1)通过行当的划分来确定演唱风格与演唱方法。京

剧戏曲艺术中最看重强调的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准确刻画。每

位演员首先对设定行当的演唱要领的体会来捕捉行当的风

格特色，然后通过唱段的揣摩来感受不同人物的个性性格。

这也可以看出，京剧艺术既是最典型的戏剧艺术形式也是人

类历史歌舞剧艺术形式的最高成就者。

(2)唱功上的声情并茂与字正腔圆，追求唱腔的韵味

与感染力，通过音色、音调、音量与所传达的情感来展现京

剧的独有魅力。演唱的字正腔圆是声乐技巧上的要求，目的

就是传情达意。在京剧艺术中通过以声填词与以字行腔来创

造艺术，这是传情达意的根本保障。

(3)念白。“千斤念白四两唱”，说的就是念白的重要

性，通过念白与唱腔的相互补充，对某些情节中音乐所不能

传达的观念进行弥补。念白不同于话剧的台词，是具有音乐

性与节奏感的艺术提炼的音乐语言，要求铿锵有力、悦耳悦

神且传情达意，为的就是与唱腔有机融合。

(4)韵腔。京剧中的韵腔着眼于细腻传神，这符合中

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剧中人物的内

心世界。此种表现手法可以对人物内心情感活动进行有效传

达，充分展现东方性格中的细腻迂回，观众也能够在富于情

感且迂回婉转的韵腔之后给予演员热烈的掌声。也就是说，

京剧的韵腔唱到了观众的心坎里。如《红灯记》中李铁梅“强

忍仇恨咬碎牙!”京剧名家刘长瑜在唱“牙”字时，通过字

头字腹字尾一点点吐露来传达李铁梅此时此刻对日寇的无

比仇恨。

(5)诗化般的语言。京剧剧本唱作素材多是中国古典

文学的经典之作。诗词语句精炼准确、押韵有力且富有运感，

这种文学美与音乐美的完美结合，正是京剧艺术取得成功的

重要原因之一。

5，音乐根植民间并以歌舞演绎故事

戏曲中的任何一个剧种都有着自己的唱腔与音乐，可以

说，音乐是戏曲艺术的生命。戏曲音乐与各地方的方言民歌

与说唱音乐关系密切。各种剧种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民间音乐

长时间积淀的结果。中国民族歌剧可以从传统戏盐、民族音

乐研究与当代中国音乐研究中来吸取养分，可以说，本土化

艺术是民族歌剧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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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歌剧在借鉴传统戏曲等优秀成分的同时，还要

吸收其歌舞演绎故事的手段。京剧艺术等戏曲通过使用完全

不同的表现手段来完成音乐性对舞蹈性动作的传达。也就是

说，音乐性的“唱念话舞”与舞蹈性的“做打”虽然在舞台

上找不到原生态的语言动作，但是通过舞蹈性的身形表达来

与唱腔完美结合的载歌载舞来赋予戏曲不同的艺术特征。这

是由于音乐舞蹈的抒情性、虚拟性与写意性更有利于对传统

审美追求的表现，在对时空、虚实关系的表达上具有更多的

自由度。唱腔通过舞蹈的衬托能够将人物的性格心理进行突

出展现，对于作品的戏剧性传达更有效。

6，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京剧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就是科班。它有着完整的教学

体系，学生通常从练习幼功开始，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划分

行当。角色有生旦净丑四个，每个行当都有着自己的程式动

作，这些程式动作具体表现为唱念做打四功与口眼手身步五

法。这是对京剧表演的高度提炼与总结，也方便于后人能够

在最快最短时间内掌握京剧要素，以便以后对此艺术准确精

细的表现，有利于在继承基础上再次创新发展。可以说，京

剧艺术对于演员舞蹈、声乐、表演乃是武术杂技等全面性要

求，能够最大程度的挖掘演员的巨大潜力。

相对于京剧的完善教育传承体系，民族歌剧却没有固定

的表现模式与对演员的培养方式。当下的艺术教育多分为声

乐、舞蹈与表演等各个科目。民族歌剧的演员多是仅有学习

声乐的经历，如西洋唱法、流行唱法、民族唱法等，但是这

些专业的声乐教育让演员们对歌剧的认识还仅仅是在粗浅

阶段。如此必然导致民族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在戏剧表演中的

巨大缺陷一一会唱不会演。要克服此问题，就要学习京剧的

人才培养机制，建立适合于民族歌剧舞台的演员培养机制。

三、发展民族歌剧的重要性

民族歌剧在未来中国社会文化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首

先，在中西文化差异中，中国歌剧发展至今已经民族化，这

是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环节，这也是受国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西洋歌剧为中国歌剧的发展打开了思路，但是在未来发展中

还需要结合民族化内容来发展与创新。中国戏曲追求“写意”

求美，西方歌剧“写实”为真，这不同的艺术美学观与它们

各自的音乐创作方法很相关，实际上这就是文化差异的结

果。中国戏曲强调字正腔圆，由字生腔，由腔生情，从属于

字，而西方歌剧注重美声，由声生情，由情生音，从属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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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同的侧重点与艺术追求决定了民族歌剧在未来的发

展中既要吸取西洋歌剧的优秀成分，更要根植于民族文化的

土壤之中。

其次，发展民族歌剧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京剧等传统戏

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中国民族歌剧产生在社会

巨变的当代，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新兴艺术形式的代表。

因此，我们应该有信心将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推向成熟，在

吸收世界戏剧舞台艺术特长的同时，汲取深厚的民族文化内

涵。

最后，中华民族歌剧可以将舞台艺术价值进行充分展

现。近些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人们更

加重视走进电影院与剧场，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舞台艺术带来

的美感享受与艺术思想，这样一方面满足大众多方面的文化

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人对文化需求标准的提高，可见，

在未来中国社会中舞台艺术市场空间越来越大。民族歌剧需

要创造出更多的喜闻乐见的歌剧剧目，最终让它成为中华民

族的艺术文化代言。

结语

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应该像京剧艺术那样，扎根于深厚

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以民间音乐作为素材，唱念做舞并

重，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为繁荣民族艺术

与振兴传统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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