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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京剧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国剧”。虽然中国拥
有繁多的戏曲曲种，但京剧优美且不失内涵的唱腔，
程式化却不失韵味的舞台动作，具有象征性但不飘
渺的舞台布景以及看似单一却有考究的华美服饰使
它在诞生２００多年后依旧征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
心。尽管近二三十年国内涌现出了各色音乐种类，
尽管很多人都认为京剧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远不及以前那般重要，但是京剧作为中国土生土长
并在一定时期风靡全国的戏曲剧种，所取得的艺术
成就和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其他剧种无法比肩的。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大舞台，
京剧作为代表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被介绍到其他国
家。京剧在英语中被翻译为“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虽然
这个翻译多少还是带有一些西方审美的色彩（“ｏｐ
ｅｒａ”一词在英文中的含义为“歌剧”），但是这在某
种程度上也为京剧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辅助诠释的
作用，更何况西方的歌剧和京剧还是有一些相似之
处的：歌剧的宣叙调和京剧的念白，歌剧的咏叹调和
京剧的唱腔，歌剧的舞台表演和京剧的舞台动作等
等，当然这些都是极其笼统的外在相似。放眼世界，
由于种种原因，歌剧这种艺术形式传播的范围比较
广、影响力也比较大，用一个与之相似的概念命名京
剧确实有助于它更广阔地发展。

一、京剧《赤壁》的代表性意义
近些年京剧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剧目《赤壁》

以其强大的演出阵容、全方位的宣传和良好的社会
反响，成为一部令人不容忽视的京剧巨作。它原本
是由国家大剧院２００８年为庆祝建院一周年而打造
的一部原创剧作，也是到目前为止国家大剧院全力
推广的唯一一部原创京剧作品。随着之后几年此剧
轮番上演获得的国内各界广泛关注和热烈好评，这
部剧目在２０１２年跨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笔者于
２０１２年在国家大剧院实习，有幸参与到京剧《赤壁》
的部分宣传工作中，也有幸接触到当年巡演国家的
资深媒体人，所以笔者对于《赤壁》一剧的海外传播
也有所了解。加之此剧２０１２年于维也纳、布达佩斯
和布拉格巡演之后，笔者对剧目的文案负责人进行
了深度访谈，所以以此剧作为探究京剧近些年在海
外传播模式的典范做初步探究，是笔者经过深思后
做出的相对稳妥的选择。

回溯京剧在海外传播的历史，早在梅兰芳时代，
京剧就曾经在美国有过惊艳亮相，当时梅先生的演
出使这种原本只在国内风靡的艺术形式也在国外的
舞台大放异彩。后来，随着国内体制的完善和艺术
上的推陈出新，很多京剧剧目都在国外的舞台上演。
但是，京剧在海外的传播境况如何？除了海外华人
究竟有多少外国人愿意去欣赏，甚至愿意花钱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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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欣赏这种艺术形式呢？京剧在海外的票房是什么
状况？京剧是否真的已经作为中国的国剧被外国人
了解？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和
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戏曲在国外演出时，观众几乎
都是华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剧团演出的门票基本靠
赠也屡见不鲜，这就说明中国的戏曲并未真正“走
出去”，这其中包含多方面的原因，但并不能因此而
全盘否定中国戏曲精湛的艺术造诣。此次国家大剧
院推出的剧目《赤壁》在海外巡演时坚持出售门票
的原则，而且台下的观众大部分也是外国面孔，演出
后在当地产生的反响非常热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
这部剧目成为了扭转京剧在海外演出市场一直处于
尴尬境地的楷模？中国京剧又该如何逐步打开国外
市场？下面，笔者试图逐一解读京剧《赤壁》成功的
原因，就此来分析京剧如何才能真正走上国际舞台。

二、京剧《赤壁》海外巡演成功经验解读
假设我们需要接触一种全新的艺术表演方式，

在对于其蕴含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一无所知的情况
下，这种艺术表演的呈现方式和给人带来的视觉冲
击力无疑就成为了吸引观众最直观的关键点。而京
剧《赤壁》就以其出色的舞美设计和别出心裁的服
装征服了国外观众“第一眼”的直观感受，从而为剧
目的上演提供了保障。担任此剧舞美设计的是资深
设计师高广健，“创意”和“宏伟”成为了这部剧目舞
美设计的整体基调。虽然舞台呈示无法像电影那样
使用电脑特效，但是他依旧巧妙地将写意、象征和高
科技的手法相结合，营造出“舞台多层空间的同时
叙事，展现了无限延展的‘深邃’感。”①火烧赤壁一
景的最终呈现令现场的观众尤为称赞，江面、战船战
火冲天的景象震惊四座，而战船在火中化为朽木的
细节也令人啧啧称奇。再看《赤壁》演员的服饰，全
剧１８０余套的精美服饰均是由人手工绣制，全部采
用真丝材质力求在舞台呈现时充满质感，在传统京
剧服装要求的基础上有着大量的创新设计，使之更
接近现代人的审美。②如此精心的舞美设计和服装
安排给观众带来的新鲜感和视觉刺激成为了《赤
壁》走向国际的“敲门砖”。

如何使国外的观众更好地理解京剧？“语言
关”是摆在所有宣传者面前的重要问题。美国民族
音乐学家梅里亚姆在他的著作《音乐人类学》中对
歌词对于音乐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很详尽的阐述，他

认为：“语言影响着音乐，语调确立了某些声音模
式，音乐—歌词的结合体要想使听者明白就必须遵
循这些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样。”③可见在跨
文化的艺术传播中，语言对于陌生受众群体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歌词能否被精确翻译直接影响
着演出效果的好坏。京剧的唱词虽不是晦涩艰深，
但也充斥着韵律内涵，如何用外语更加贴切地反映
京剧文词中蕴含的意味，着实成为了吸引外国观众
的关键。在西方音乐史的发展中也存在类似的例
子，亨德尔将原本为拉丁文演唱的清唱剧改为用英
文表达，将一种非生活的语言变为日常的语言引入
音乐，成功激发了英国人对于清唱剧体裁的兴趣，将
这种影响了后世很长时间的艺术形式引入英国的音
乐界。这就证明了语言对于艺术形式的传播有非常
重要的影响。《赤壁》一剧２０１２年在海外巡演大获
成功也与幕后人员精准的翻译密不可分。据悉，这
次巡演的主办方邀请了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三国
的本土翻译专家对剧目的文字和宣传文案进行了全
方位的翻译，他们当中有些还是资深的汉学家，对中
国的人文、历史了解颇深。④如此强大的翻译阵容所
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力求还原京剧唱词的韵味。京剧
剧目在海外上演不是新鲜事，将唱词翻译成英文作
为字幕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却鲜有演出能对京剧唱
词的翻译费如此大的心血，邀请不同国别的语言学
家将唱词翻译成英文以外的本土语言。如此看来，
京剧要想在海外的传播取得更为广泛的影响，实现
与海外观众沟通“零障碍”，语言文字的翻译也是不
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桥梁，而音乐构成的材料作
为特殊的声音，其传播受到了抽象性、非语义性等特
质的影响，学术研究作为以语言文字为依托的研究
方式，对于音乐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音乐文本
和音乐表演作为具体的音乐事项，可以在一些人群
中得到传播，但是范围并不广泛，因为并不是所有人
都具有识谱能力和欣赏经验。但是将二者转化为易
懂的文字，其受众面应该更广泛一些。理论是对实
践的总结和提炼，学术研究的成果不但能够成为音
乐传播的有益途径，而且能够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
总结规律并为其提供发展方向。

演员的艺术水准决定了剧目最终呈现时的状
态，与剧目上演后反响的好坏有着直接联系。《赤
壁》一剧的主演汇集了新老表演精英，既有“身经百
战”的当红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和李胜素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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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机勃勃的新一代京剧演员张建峰和窦晓璇等。
无论是经多见广的表演艺术家，还是蓬勃成长的新
生代京剧演员，他们都为《赤壁》的最终呈现增添了
别样的风彩。剧目中小乔唱腔的婉约细腻、诸葛亮
唱腔的悲怆大气、“舌战群儒”时唱腔的五花八门
……都构成了此剧目高水准的艺术造诣。但是，或
许我们心中会存在一个问号：国外的观众也会理解
甚至喜爱带有如此中国特色的音乐曲调吗？当年法
国作曲家柏辽兹在伦敦万国博览会时听到一场中国
戏曲音乐表演，做出了如此评论：“说到那个中国人
的歌声，从来没有比这个还要奇异的东西打击过我
的耳朵了，试想看那一连串鼻音、喉音、嚎叫、吓人的
音响，我不过其言地可以比之于一只狗睡了一大觉
后，刚刚醒来时伸肢张爪时所发出来的声音。……
我的意见是把这种人和乐器所发的噪音叫做音乐，
是最不可思议地滥用了音乐这个名词。……这些外
国人（指中国人）的舞蹈也和他们的音乐不相上下，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丑陋的矫揉造作。使人看到了
好像一群魔鬼在打哈哈，扮鬼脸，一起发出匍匐蛇行
的丝丝声、怪物的咆哮声、三叉乾的撞击声和地狱里
锅炉的爆裂声。……我真难于相信中国人不是狂
人。”⑤可见，中西观众如此之大的审美差异着实成
为了京剧在海外传播的障碍。

在民族音乐学概念的美学定义中，审美的来源
是创造者和观察者，暗示着一种包括价值观在内的
态度。所以文化土壤和生长环境就决定了审美的差
异，这种差异是无法完全消除的，但却可以通过一些
方式加以弱化。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高度发达的今
天，“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思想正在逐渐瓦解，世界
各地的民族音乐学家都在努力发掘非欧地区的音
乐，试图将其介绍给大家，并还原其艺术价值。中国
土壤孕育出的京剧要克服在国外演出市场中的“水
土不服”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想让国外观
众真正达到欣赏而不是猎奇的层面还需时日。《赤
壁》的曲调之所以能被国外观众接受，笔者认为也
与剧目的作曲者———朱绍玉的大胆创新有关。他的
创作在遵循京剧音乐基本韵味的同时，大胆突破创
新，甚至进行了很多破格的改变：根据情绪需要将板
式的模式打破，加入了长时间的联唱，将听觉意义上
的美作为重要前提……这一切看似“破坏老祖宗规
矩”的创新却成就了《赤壁》在海外巡演的成功。

在一部成功的剧目中，情节往往成为了引人入
胜的法宝，尤其是在观众并不熟悉某种艺术形式或

者其蕴含的深层价值时。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声乐体
裁———歌剧就以它丰富的脚本、或喜或悲的情绪和
多样化的人物性格，成为了一种拥有大批观赏群体
的音乐体裁。同理，此次《赤壁》在海外获得成功有
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源于剧情的吸引力。编剧蔡赴朝
将此剧的剧情浓缩为六个最有代表性和戏剧冲突的
片段：铜雀兴兵、舌战群儒、结盟定计、泛舟借箭、备
战借风以及火烧赤壁。⑥这六个片段既有剧情上的
联系，又具有情节上的冲击力，可以使观众在对唱腔
不熟悉的情况下重燃对剧目的兴趣。

对于京剧在海外传播时的唱腔和剧情两方面，
笔者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面对对京剧近乎一无所知
或者只有初步了解的外国观众时，唱腔与剧情相比，
其重要性就大大减弱了。因为外国观众无法分辨出
不同流派的细微差别，或许他们只能从优美与否、尖
锐与粗犷等直观感受和音色方面指出不同。而剧情
发展却始终贯穿于剧目进行中，成为了带领观众入
戏的重要因素。所以，演员做好基本功底的演唱且
全情投入演出即可。换言之，又有多少外国观众能
分辨出浓妆下的小乔究竟是李胜素还是窦晓璇呢？
在笔者就读的大学———中国戏曲学院，每年都有一
些来自欧美国家的交换生学习京剧表演。笔者曾经
看过一次他们的汇报演出，原以为经历一个学期的
学习，他们多少会涉及一些唱腔的演绎，但笔者却只
看到了他们的动作表演（也就是程式化的舞台动
作）。教师在教授课程时，更多的是为他们讲解剧
情助其理解，而非细致地教授唱腔审美（或许是受
时间的限制）。这些留学生应该成为未来在境外传
播中国京剧音乐文化的种子，而不仅仅是被视为猎
奇者。因为我们到海外演出的机会极为有限，而他
们却可以长久地在学术圈或社团中发挥作用。毕竟
能像日本表演艺术家坂东玉三郎那样从唱腔、动作、
神态等各方面演绎中国昆曲《牡丹亭》的外国艺术
家实属凤毛麟角。所以，在面对基本是外国受众群
体时，既要让京剧名家亮相展示京剧最高艺术魅力，
也更应该让基础扎实、努力成长的新星有更多的展
示机会。

京剧在海外的传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传
的配合。无论从前期的访谈、广告的投放还是剧目
的跟进以及后续的追踪报道，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成
为了推广京剧的重要环节。传媒公司作为沟通中外
国家的桥梁担负着重任，国外媒体的全方位报道和
积极配合宣传是必要保障，再加之当地的名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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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达成所谓的“明星效应”等等。做到这些，京剧
这个令国外观众看似遥远的剧种就会变得贴近人
心。《赤壁》一剧正是具备了上述几条因素才获得
了超乎想象的舆论好评：吴氏策划公司为巡演做了
相当周密的策划；巡演前笔者就陪同奥地利国家电
视台的记者在北京取景宣传京剧文化；担任维也纳站
演出主持人的是当今德语地区最有声望的演员格尔
特·福斯（Ｇｅｒｔ Ｖｏｓｓ），他极其地道的解说和妙趣横
生的叙述引得现场观众不时发出阵阵笑声，使观众
拥有了无比愉悦的观赏体验。各方面的保障如此齐
全，且阵容如此强大，《赤壁》在海外巡演获得成功
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综上所述，虽然京剧在海外的传播历史已经长
达百年，但是这条路途却并不平坦。我们要想扩大
国外观众群体以及增加海外的票房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国家大剧院的原创京剧《赤壁》在欧洲三国
的巡演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模式：布景的引人入胜、翻
译的精准到位、演员的扎实表演、剧情的扣人心弦以
及各方媒体的宣传等等，都是使京剧能够在世界舞
台中站稳脚跟的必备条件。

三、京剧在海外传播的障碍与模式探究
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在巴黎联合国教

科文总部发表讲话时的观点可以为京剧传播提供启
示，他提到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历史
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
障碍”，这些也是中国进行跨国文化交流应该秉承
的原则。放眼世界，“文化相对论”的普遍思潮和
“文化普同论”的交锋没有停止，音乐作为国家文明
的产物也被涵盖其中。从文化相对论主张的“一切
文化都是相对的、平等的、拥有自身特点的”，再到
文化普同论所主张的“世界上现存所有的人类都是
同一属性，任何一人群都不比其他人群更为进
化”⑦，这些人类学的研究准则都在积极推进着非本
国文化的发展，也都在为异国文化认同做着有益的
努力。虽然如此，要想让本国的音乐在国外也能达
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和认可，还是需要将民族的文化
和审美让更多的外国人知晓甚至理解。

京剧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要想在海
外的传播达到理想状态还需要在很多方面下功夫，
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同属亚洲的邻国经验。笔者曾经
和日本著名音乐学家柘植元一先生探讨日本缘何一
直在吸收其他国家音乐文化的同时，还能保存着本

国的优良传统的问题。简言之，他表示日本政府和
各界都非常尊重音乐家，真正的日本民族音乐大师
享有很高的地位，而且日本一年中有很多传统的
“祭”（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节”），“祭”上会上演
日本传统民族音乐。这种表演并不是敷衍了事，而
是会受到很多民众的关注。在一次就印度音乐传
承、传播模式的采访中，印度国宝级音乐家对笔者说
起了印度音乐虽然复杂但却在欧美国家有良好传播
的原因，那就是印度政府在各方面的大力扶持政策，
政府不仅是提供资金资助和制度保护，还会选派最
优秀的音乐家常驻国外的使馆免费或只收取很少费
用教授印度的传统音乐，且每年印度在音乐国际交
流中所花费的心血也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当然，
在印度这个全民信仰宗教的国家中，音乐被认为是
和神灵沟通的最佳语言，就注定音乐会在人们的生
活中占有神圣的地位，但是他们的一些传播模式确
实值得我们借鉴。反观京剧的传播，于国内，多数时
间它只是节日晚会中一个重要的节目，是年岁已长
的人群的一种娱乐消遣；于国外，它是海外华人思乡
念旧的寄托，是外国人猎奇观赏的艺术形式。虽然
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大力扶持京剧的发展，开展了
“京剧进课堂”等从基础教育抓起的传播模式，但是
从开始执行再到最终的彻底贯彻，仍需要时间的打
磨和完善。

或许我们会扪心自问：京剧在国内的发展已然
不如之前那般繁荣，又如何能将其推广至海外？的
确，受媒体平台门槛的降低和信息全球化的影响，我
们的生活中一时间涌进了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
形式，或许京剧与其他新鲜事物相比在表面上并没
有太多优势，但是京剧经历了时间的打磨而留下的
艺术精髓是很多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而国人终有
一天会醒悟、会发觉，进而会更加关注。当然，戏曲
目前处于转型期，传统的剧目应该原汁原味地保留
还是应该发展、创新？新创作的剧目究竟应该原封
不动地按照传统规矩编写还是应该大胆突破？继承
传统和创新之间该如何平衡，作曲家如何拿捏二者
的程度？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毫无疑问，京剧在海外的音乐圈、文化圈乃至学
术圈来说，属于绝对的“次文化”，它并不是当地母
体文化的附属，所以外国人对于京剧的接受程度并
不会很高，而中国文化也不可能成为当地的主流文
化，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理性接受的事实。
无论是国家还是专业团体对其在海外的影响力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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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太高的奢望，而应该从理性上认识到在国外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障碍，以免从操之过急跌落到无
所作为。从京剧本质来看，音乐繁复的装饰音、多样
的板式，以及程式化的舞台动作都决定了其不是一
种能够在异文化环境中轻而易举得到广泛传播的艺
术形式。笔者认为，京剧在海外传播时有两种模式
比较切合当下形式：一是如《赤壁》一样，通过演出
来宣传京剧；二是通过文化层面向人们普及一些有
关京剧的知识。对于京剧，通过欣赏和知识层面上
的推广，要比通过音乐实践和社会层面上的推广现
实和有效率得多。

另外，在网络媒体成为主要传播介质的今天，媒
体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次文化的发展。如何
利用新媒体扩大京剧在海外传播的规模也成为媒体
人需要考虑的因素。近年利用媒体推广本国音乐从
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当属韩国２０１２年风靡全球
的《江南ｓｔｙｌｅ》，虽然这是流行音乐和通俗文化的代
表，但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体的巨
大影响力。当然，京剧的情况和上述案例有较大差
别，但我们也应该从成功案例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
验，比如用强大的媒体攻势推广一些更贴近现代人
生活的、带有京剧韵味的音乐；比如简化京剧唱腔华
丽的装饰使之更容易被人们记住；比如将带有京剧
韵味但更为通俗、简单化的“京歌”作为初步宣传的
目标等等。如此的改变并不是为了推广而放弃传统
和原则，而是用一种更为简洁的音乐语言拉近国外

观众的距离，从而更好地开展深入的传播。
在市场决定艺术作品成败的今天，如何对艺术

与商业加以权衡也成为了京剧在海外传播时的关注
点。“作品—演员—宣传”三合一的推广形式也是
在一段时间内主导京剧在海外传播成功与否的模
式。笔者相信，以《赤壁》为首的京剧剧目已经成功
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其获得的经验可以被日后
的各种剧目借鉴，加之国人为此做出的种种有益努
力，京剧真正踏出国门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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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引自国家大剧院媒体通稿。
②数据、素材引自国家大剧院媒体通稿。
③艾伦·帕梅里阿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人民音乐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４页。
④素材引自国家大剧院媒体通稿。
⑤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北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７９页。
⑥素材引自国家大剧院《赤壁》节目册。
⑦引自百度文库“人类学”词条中的“三、人类学的基本原则
和研究方法”，网页链接如下：ｈｔｔｐ：／ ／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Ｘ８ｗＪｏＧ０ＮＦ７ＱＭＱｏ２ｏＬＳｚＢ＿ＥＬ４ＳＬａＧｐＱＸｉＺ６ＡｓＡ９ＫＡ３７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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