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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我国京剧及欧洲歌剧的相同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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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京剧和欧洲歌剧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艺术形式，分别代表了东西方的戏剧文化。 由于东西方文化

的巨大差异，也使得这两种戏曲艺术形式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同为表演艺术和舞台艺术两者又有着一定的共性，为此我们

将从表演形式、发展脉络、政治体制等多个角度解析我国京剧和欧洲歌剧之间的异同，在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下分析不同的文

化倾向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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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京剧和欧洲歌剧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戏曲文化的精

华，他们蕴含着典雅而古老的气息，在历史的传承中也渗透

了各自的文化和传统， 两种戏曲文化的也对音乐和戏曲审

美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而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从

理论上研究两种文化的异同之处， 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

流将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我国京剧和欧洲歌剧共同之处

尽管我国京剧和欧洲歌剧是两种不同的舞台艺术形

式，两者的表演形式、唱法等等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不可

否认其审美是存在共性的。 两者都属于舞台剧的类型，就是

要在特定的场景中来完成表演， 演员都是直接面对观众进

行的表演。 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最大化的表现人物

以及故事内涵，所以两者在表演中均有着一定的夸张艺术，

两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唱腔， 而这也足以突破场地和舞台

的限制。

我国京剧和欧洲歌剧也分别代表着东西方的歌曲艺

术，分别是两者的重要表现形式，尽管两种表演形式存在着

巨大的文化差异，实际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却反映

着人类对于歌唱艺术的共同审美追求， 歌曲艺术在表现人

物情感和故事内涵的表演目的是共同的， 而这都是人类精

神文明高度发展的象征。 艺术是伴随着文明发展而发展的，

艺术表现在风格、文化和个性等方面有所不同，有着显著的

区域性和民族性， 艺术所表现出来的美感自然也有大的文

化差异。 但不可否认，不通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所展现出来的

审美有着一定的共性，在艺术审美中，人们更加的关注艺术

的内涵和本质， 即艺术所展现出来的心理审美体验和观赏

体验，观众对于艺术形式的内在接受是想同的。

两者作为不同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都以“音乐”为重

要的艺术形式，并将音乐和歌唱艺术融入到了整个表演中，

形成了不同群体的审美共性。

从具体的表演和演唱艺术来看， 以京剧为案例我们也

能在演唱艺术上找到很多与欧洲歌剧相类似或者契合度很

高的内容。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我国京剧对于行当的

划分和欧洲歌剧对于声部的划分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净

角的演唱方式和欧洲歌剧的演唱形式就非常类似； 我国京

剧的花旦和青衣用声的方法非常类似于欧洲歌剧的花腔高

音和女高音； 我国京剧的老生唱法和欧洲歌剧的抒情男高

音的形式就非常的像，其作用也类似于男高声部，另外高声

区也有着嘎调高腔也有着显著的声音明亮的特点， 这个欧

洲歌剧的男高音中的 “关闭” 唱法有着相同的表现效果等

等。 类似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总之两者对于音乐的应用过

程也非常的类似，都将其应用到整个表现艺术中。

二、我国京剧和欧洲歌剧的差异

（一）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巨大的， 首先我国京剧凝聚着中国悠久的

历史文化传统， 戏曲艺术的日臻完善， 非常的富有民族精

神，以政治和战争等题材为主，大开大合，极富有气势和古

典美学气息。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儒家文化为表达的

传统文化对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儒家、道家以及佛家等

的很多理念也渗透到了传统艺术中。 因此在京剧中经常可

以看到儒家思想，处处体现着一种思辨性。 而欧洲歌剧也是

深受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欧洲的哲学家的理论也对

其戏曲艺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提到“情

节是悲剧的根本”，而在悲剧中，情节往往是第一位的，情节

的戏曲性对其影响巨大。 其次是的两者所处的社会制度上

的差异，京剧自然是服务于封建社会的，在一定程度上京剧

也受到政治的影响， 情节设置以及对故事的改编会在一定

程度上讨好统治者。 而欧洲歌剧也表现出了在资产积极和

封建专制主义下的阶级矛盾。 最后是两者的民族特征，分别

代表着各自民族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风俗

等，我国京剧更加的注重故事的现实意义，众多京剧名作都

是结合重大历史事件改编的，例如《霸王别姬》、《武家坡》、

《空城计》等，有着很强的历史性、社会性，题材也多为政治、

历史和战争等事件。 而欧洲歌剧的创作也多取自于传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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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上以爱情为主，题材以悲剧见长，创作相当的灵活和自

由。

（二）写实和写意的差别

我国京剧和欧洲歌剧都是综合性很强的舞台表演艺

术，其中融合了演唱、舞蹈、化妆、舞台等多种艺术形式，都

是在限制的空间和时间内完成表演。 欧洲歌剧的表演场所

为金碧辉煌的歌剧院，舞台的设置往往预先设置好的，将布

景、机关和灯光等结合到一起。 而中国的京剧舞台显然就更

加的灵活，既可以是农村草台戏，同样也可以是宫廷高堂室

内，舞台的简陋和豪华各有不同。 舞台是一个与观众隔离开

来的世界，舞台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表演方式和表现规则，演

员一句话一个手势就能代表千军万马，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

和空间内如何表现人物以及人物内心， 两者的手法有着很

大的差别，一个注重写实，另一个则注重写意。

欧洲歌剧的舞台是由失眠无形或者有形的幕墙构成

的，观众通过这些墙是没有办法观察到道具、布景等辅助装

置的，这个舞台所营造的世界是非常写实的，在戏剧表演中

每一幕、一场景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时空。 无论是最古老的

意大利症歌剧，还是浪漫的法国歌剧以及现代派的歌剧等，

都会将最新的科技应用到舞台设计中， 从而追求舞台的绚

烂、真实和豪华，以威尔第的著名歌剧《茶花女》为例，其第

一幕场景直接呈现给观众的就是豪华的位于巴黎的客厅，

舞台深处的左右两侧和中间均有门， 而中门和另一个房间

直接连接，左边还设置的壁炉以及镜子，客厅中央的桌子上

为了展现主人的地位也摆满了利郎满目的银器和食物，这

些布景也显示着欧洲歌剧写实的风格。

我国京剧的第二世界就相对来说写意一点的， 写实和

写意的区别也有点类似于油画和中国山水画之间的区别，

在京剧的舞台上，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以及一个圆场

可能就代表着纵横潜力，千军万马。 一般来说舞台中间无布

景，用一个布帘来象征“出将入相”，最常见的道具是一桌二

椅， 即使仅仅为一桌二椅也有着极为丰富的用途。 例如在

《春秋配》中，小姐和相公隔着墙说话，椅子可做墙；在《三娘

教子》中，椅子又是织布机；在《桑园寄子》中将儿子捆在树

上，那自己站在椅子上，可作树；有时候座椅也可以作为来

表现演员身段的道具，有时候也可以作为门的作用，例如在

《武家坡》、《汾河湾》、《六月雪》、《女起解》 中也椅子稍歪预

示着门开了。 这些各种各样的作用也仅仅是一桌二椅来展

现的，足可见写意的思想。 另外还可以通过演员的动作和表

演来展现更加写意的表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秋江》，舞台

上并没有任何的布景， 艄翁仅仅是做出了划桨的动作来给

观众呈现出来江上中划船的场景。 等等，这些写意的表现实

际上也丰富了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 也充分的显示着我国

民族含蓄和内敛的民族性特点。

（三）音乐体系的差别

欧洲歌剧的音乐形式更多是围绕歌词、 格调和旋律来

的，三者共同组成了相互结合和统一的咏唱体系，体系的内

部包含了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和女中音是个声部，通过

灵活的组合和搭配而展现出交错纵横的关系。 在旋律方面

欧洲歌剧也是以歌唱为主，以单一性为主要特点，并通过三

一律等来处理时空等问题，贯彻了定普定腔的基本特点，所

以其旋律一般来说也是缺乏变化， 当然允许变化的部分更

多是来表现分居、速度、力度和松紧等。 而我国京剧则通过

一个“吟唱”的体系来表现，所以歌唱者有丰富的表演只有

和歌唱自由。 一方面可以对旋律稍加修改润色和美化，从而

使得旋律更加的丰富， 另一方面中国的唱腔并没有声部的

概念，反而选择了横向发展，也就是使得旋律和音调更加的

灵活多变，特别是在不同的场景、时间、地点和演员等不同

时， 演员需要结合不同的场景和意境来展现出不同的旋律

和调式，充分的体现了中国以虚为主的写意风格。

（四）唱法和表演上的差异

欧洲歌剧更多是时候并不关注故事本身， 其着力点在

音乐。 其音乐类型极为丰富，可以是乐器独奏，也可以是恢

宏的交响乐，音乐又可以单独被剥离出来欣赏，最后让人记

住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音乐。 例如歌剧《天鹅湖》中，四个

小天鹅翩翩起舞的时候， 人们会被舞者的表演和恰到好处

的音乐所吸引， 而不会关注与故事以及角色的变化。 例如

《图兰朵》中旋律几乎也是独立于故事之外的，甚至是完全

不懂得这个故事的人，也能够欣赏欧洲歌剧的魅力。 我国京

剧则显然更加的关注唱法以及人物的表演上， 按照角色可

以分生旦净丑，往下又可以进行细分。 唱腔也有着一定的程

式，花脸的不能常老生的腔，甚至是在上下场、气势、舞蹈以

及动作等都有显著的差别，我国京剧更加的强调一个“韵”，

要求通过演员的表演首先呈显著一个行当的精髓， 随后才

是自己对某一特定角色的塑造，以《贵妃醉酒》为例，同一处

戏，演员对醉酒后的杨贵妃的表现也千差万别，但是都遵循

了某一行当的独特表演形式， 这种程式化的表演形式不断

的充实和丰富，也构成了我国京剧以表演为中心的特点。

三、结语

我国京剧和欧洲歌剧都是世界文化艺术中的瑰宝，二

者没有优劣，也不分好坏，只有异同。 我们分析两种艺术形

式的差异， 仅仅是从艺术探究的角度去理解两者的共通和

不同，理解不同的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元素和人文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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