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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的初步比较
■文/李莎

观巴桃莉北京音乐会“情迷地中海”有感
■文/张黎黎

【摘要】具有写意风格和以演员为中心的中国
京剧表演艺术形式与具有写实风格和以音乐为中
心的欧洲歌剧演唱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文
章从戏剧的起源、背景与发展对中国京剧唱法与
欧洲歌剧作了阐述和比较。

【关键词】京剧；行当；舞台；欧洲歌剧

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看似很不相同的两个艺术门类，
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联系到了一起研究，作为东西方艺术
形式的代表，他们的表现形式、艺术内涵都有很多的相似
性。这里我们将对京剧与歌剧声部分类进行一个初步比较。

一、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的形成
在特定的表演环境中，演员通过演唱和表演将剧情展

现出来，是京剧和歌剧最本质的特征。他们都具备以下几
个构成要素 ：音乐、歌词、剧情、舞台、演员。因为有这
样的认知，所以外国人在用英语 Beijing Opera 命名京剧 ,
意思是北京歌剧。

1、中国京剧。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之一，
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它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
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有点和特长逐渐演变
而形成的。

徽戏进京是在公元 1790 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最早
进京的徽戏班是安徽享有盛名的“三庆班”。随后来京的又
有“四喜”、“和春”、“春台”诸班，合称“四大徽班”。
1828 年以后，汉戏演员陆续进入北京。汉戏又名楚调，现
名汉剧，以西皮、二黄两种声腔为主，尤其重西皮，是流
行于湖北的地方戏。徽、汉两班合作，两调合流，经过一
个时期的互相融会吸收，再加上京音话，又从昆曲、弋腔、
秦腔不断吸取营养，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京剧。

2、欧洲歌剧。欧洲歌剧这种艺术体裁是从古希腊的
戏剧中分离出来的，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它的
兴起与发展是在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距今已有 400 多
年的历史。

古希腊的戏剧也是有歌有舞的，后来歌舞逐渐失去作
用，成为以对话、动作为手段的单纯戏剧，这种戏剧最终
演变成话剧。而歌唱与舞蹈的分离，形成了歌剧和舞剧两
种艺术形式。从客观上看，“数字低音”的广泛应用，使以
一个旋律为主要旋律而其他旋律承担伴奏的，用以加强和
陪衬主旋律的“主调音乐”高度发展，从中世纪开始出现
的“和声”织体不断丰满，音乐艺术已具备了表现人的复
杂感情，揭示戏剧矛盾冲突的功能。基于文艺复兴运动中
人文主义艺术理想，音乐家们主张音乐应有强烈的感情色
彩，要去挖掘人的感情事件，这是促进歌剧艺术体裁形成
的直接原因。

由此看来，京剧的形成过程犹如颜色的叠加，力求让
一种艺术形式包楼万象 ；而欧洲歌剧的发展史是各艺术种
类从组合中剥离，趋向于逐渐分化。

二、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的差别
两个事物进行比较时，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独特

性与不可替代性。由于孕育出他们的文化土壤存在较大差
异，使得这对同胞兄弟表现出来的个性有天壤之别。

1、写意与写实的差别。中国京剧的讲究虚拟场景，
舞美多用会意的方式来布置，这样的处理很想中国传统水
墨画的“留白”，给人遐想。欧洲歌剧则是将真实进行到底，
小到酒杯里的酒，大到战车骏马。比如为表达歌剧《阿依达》
中的宏大场面，将八匹骏马牵上舞台，一字排开，这在中

【摘要】塞西莉亚·巴桃莉是现如今古典音
乐界当之无愧的顶级艺术家之一，不论是她演
绎的歌剧角色还是其发行的古典唱片，都令全
世界的古典声乐爱好者们为之动容，屡屡登上
Billboard 的古典排行榜，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
古典声乐艺术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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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7 号，国家大剧院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巴
桃莉独唱音乐会，这位西方古典声乐艺术的标杆性人物将
为北京的音乐工作者，尤其是声乐学习者和爱好者们带来
一场华丽的视听盛宴。塞西莉亚·巴桃莉，1966 年出生于
意大利罗马，擅长演绎莫扎特和罗西尼的咏叹调，其花腔
技巧惊人，音色透明沉稳且穿透力强，被誉为“当今世界
上最为杰出的次女高音之一”纵观巴桃莉的演唱生涯，还
是比较顺利的，她的演出足迹遍布了北美、欧洲、亚洲和
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艺术节、音乐会和歌剧院，如米兰斯卡
拉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萨尔茨
堡音乐节等等，不胜枚举，其父母便是职业的声乐演唱家，
从小即耳濡目染，几乎在歌剧院渡过了整个童年，在九岁
时第一次现唱，是在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中担任后台
的牧童独唱，于 16 岁开始正式的学习声乐。18 岁时在一
档名为“天才”的竞赛节目中崭露头角，与著名的歌唱家
里恰蕾莉合作演唱《霍夫曼故事》中的《船歌》，深得人们
的喜爱与追捧，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在苏黎世、萨
尔茨堡等著名的音乐会上演绎莫扎特和罗西尼等作曲家的
咏叹调，尤其是在萨尔茨堡，经由卡拉扬推荐在萨尔茨堡
复活节音乐会上演唱巴赫的《b 小调弥撒》，但是由于卡拉
扬的离世，导致巴桃莉没能在此次的复活音乐会上与卡拉
扬合作完成巴赫的《b 小调弥撒》，被巴桃莉认为这是最大
的遗憾。21 岁时，巴桃莉参加了纪念卡拉斯的音乐会后，
接着受邀参加《女人皆如此》的演出，在其中饰演朵拉贝
拉一角，之后便声名大噪，事业蒸蒸日上，所出的专辑唱
片屡屡登上 Billboard 的古典排行榜。

期盼已久的“情系地中海”塞西莉亚·巴桃莉独唱音
乐会于北京时间 19:30 分准时开始，整个国家大剧院的音
乐厅几乎座无虚席，开场曲是乔阿基诺·罗西尼的作品《佩
花少女》，这是一首独立的声乐曲，全曲描绘了一个鸟语花
香的世界，音乐会的开始，观众仿佛被带入了一个温暖的
情景里，使人禁不住会联想到英国的湖区、瑞士的草地，
和谐静谧、引人入胜。接下来两首也是罗西尼的作品分别
是《冷酷的美人》、《赛舟会后的安佐列塔》，此时巴桃莉的
演唱渐入佳境，观众也屏息静气，专注地聆听，生怕错过
任何一个美妙的音符。演绎完罗西尼的作品之后，又迎来
了温琴佐·贝里尼的声乐作品，六首小的声乐作品分别代
表了贝里尼不同的创作风格，大多是意大利歌曲，其中《银
色的月亮》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其旋律优美典雅，是
一首充满忧郁且充满温暖情意的爱情歌曲，此曲又被译为
《游艺的月亮》，也几乎是声乐学习者的必唱曲目，巴托丽

国京剧舞台上是无法看到的。
2、音乐与表演侧重点的差别。同为用人声演唱表现

故事情节的舞台艺术，中国京剧的唱腔与欧洲歌剧中的歌
唱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在歌剧中乐谱的节奏和速度都有严
格的规定，演歌者不能做任何的改动，如莫扎特歌剧 ；京
剧唱腔则稍自由，对原有的乐谱、曲调，可适度进行加工、
润饰，前辈们在表演实践中不段发展完善行腔和唱法，这
才形成生动的，富有个性艺术魅力的戏曲流派。

三、中国京剧唱法分类与欧洲歌剧声部分类比较
按传统习惯，有“生、旦、净、丑”和“生、旦、净、末、

丑”两种分行方法，近代以来，由于“生”指青年男性；“末”
指中年及老年男性，不少剧种的“末”行已逐渐归入“生”
行，通常把“生、旦、净、丑”作为行当的四种基本类型。
不同行当的演唱方法，表演技术，都各自不同。舞台上各
种不同的角色划分成不同行当，是京剧艺术乃至戏曲艺术
的特殊分类方法。

欧洲歌剧演唱的两种分类 ：一、按声乐表演形式可分
为独唱、重唱、合唱等。如，女声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等。二、
按性别又分为男高音（抒情男高音、戏剧男高音）、男中音（抒
情男中音）、男低音（深沉男低音）、女高音（花腔女高音、
抒情女高音、戏剧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的等，演员主
要用声音形象塑造角色。

由此可见，京剧演员分类着重功能的划分，欧洲歌剧
歌者则以音色作区分。

四、中国京剧唱法分类与欧洲歌剧声部分类的联系
在对复杂分类的细致比较中，演唱者特色演唱、音色

应用和技巧展示成为对比的主要方向。
1、京剧老生（唱功老生）唱法喉咙打开，整体贯通，

声音浑厚，表现力强。这样的演唱与歌剧中的男高音，特
别是戏剧男高音极为相似。

2、京剧正旦（青衣）唱法音色明亮圆润，流畅甜美。
这种唱法与欧洲歌剧中的抒情女高音极为相似。

3、京剧话单唱法轻快活泼，曲调多欢快，这种唱法
与歌剧中的花腔女高音有些相似。

4、京剧老旦唱法内敛抒情，这种唱法与歌剧中的女
高音有些相似。

5、京剧正净（黑头）唱法声音浑厚，喉咙开得很大，
气力充沛，满堂满贯。这种唱法与欧洲歌剧中的男中音有
些相似。

6、京剧中男声唱旦腔与欧洲早期的阉人歌手相似，
同为男扮女声。

中国京剧和欧洲歌剧这一对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成
长起来的同胞兄弟，二者的相同点必然会被我们发现的越
来越多。他们是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相对于如此丰富的
知识内容，我们对他们的研究不过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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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的嗓音将这首作品中主人公盼望着爱人早日回到自己
身边的心情刻画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随后的三首作品
演绎的再一次是阿基诺·罗西尼的声乐作品，这一次演唱
的曲风与开场的略有不同，尤其是作为上半场的压轴曲目
出现的《舞曲》，完全将音乐会的气氛推向了一个高潮，将
在场观众的热情点燃了起来，作为对巴桃莉的回报，经久
不息的掌声自然是最好的礼物，《舞曲》是罗西尼音乐沙龙
歌曲集《音乐的夜晚》中的一首独唱曲，出版于 1835 年，
这首作品在音乐会上的出演率很高，其曲风热情、欢快，
比较容易带动观众的情绪，这首作品的速度比较快，对演
唱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在巴桃莉对这首作品的演绎
中几乎是达到了炉火纯青、驾轻就熟的程度，非常的完美。

中场休息过后，巴桃莉为我们演唱了三首葛塔诺·多
尼采蒂的作品，分别是《船夫》、《爱与死》、《梦想中的家》（那
不勒斯歌曲），第一首船歌是作曲家多尼采蒂一本民族的民
间传统音乐为其创作源泉，借鉴了威尼斯船歌的传统风格
而创作的一首爱情歌曲，它赞扬了世界上最宝贵的爱情和
为了爱情不惧死亡的伟大精神。欣赏过多尼采蒂的歌曲后，
观众们再一次迎来了乔阿基诺·罗西尼的声乐作品，分别
是《蒂罗儿孤儿》和《风情女子》，是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
之后迎来了法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比才的作品，但不是人们
熟悉已久的《卡门》，而是《塔兰台拉舞曲》和《甲壳虫》，
说起比才的《卡门》，这首为世人所熟知和热爱的歌剧，是
女中音的挚爱，而巴桃莉却数次的拒绝出演这一角色，是
因为其对自身的嗓音条件有清醒的认识，她认为自己并不
适合出演这一角色，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就
会欣赏到巴桃莉演唱《卡门》中的任何一个片段。接下来
巴桃莉又演唱了保琳娜·维多利亚和曼努埃尔·加西亚的
三首作品，最后在玛利亚·玛丽夫兰的香颂《鼓声》中结
束了整晚正式的演出，由于其精彩的演唱，掌声久久不息，
巴桃莉共返场了三次，观众才恋恋不舍的离开音乐会现场，
整个演出非常的完美与震撼。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巴桃莉无与伦比的演唱之外，钢
琴伴奏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本次音乐会的钢琴伴奏是塞
尔吉奥·乔美，1965 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2011 年，
乔美作为巴桃莉的钢琴伴奏，参加另外澳大利亚和香港的
巡演，所到之处收到了热烈的欢迎和一致的好评，2012 年，
乔美同和谐花园乐团赴欧洲巡演，以独奏家的身份演奏了
巴赫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悉尼一
家报纸评论为“史上最佳钢琴伴奏之一，可与杰拉尔德·摩
尔和埃德温·费舍尔相媲美”，如此高水平的组合，成功的
为 2013 年国家大剧院秋季演出季拉开了帷幕，接下来巴
桃莉还将分别去上海和广州进行巡演，我们预祝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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