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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歌剧是综合文学、音乐、戏剧、美术诸多门类的舞台音乐戏剧艺术。

歌剧艺术创作离不开编剧、作曲、导演、指挥、舞美等方面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

而演员表演直接面对观众，在歌剧演出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从表演视角切入，

关注歌剧艺术从一度到二度创作，无疑具有实际与理论的启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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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作为音乐戏剧艺术，也是时间与空间综合的艺术，同其他舞台表演艺

术一样，是诸方面艺术家集体智慧共同创造的结晶。歌剧艺术从一度创作到二

度创作，由编剧、作曲、导演、指挥、舞美等相伴随。而在舞台上现身说法，

直接面对观众创造舞台艺术形象的则是演员。因此，在同一台歌剧演出中，演

员是舞台艺术的中心，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由于歌剧艺术的综合性强、要求高、

创作难度大，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歌剧表演实践，从演员表演的视角切入，处理

好表演与编剧、作曲、导演、指挥、舞美的关系，这对于繁荣歌剧艺术创作，

将会有一定的实际启示意义和理论价值。

1 

剧本即一剧之本。作为曾从事多年歌剧表演的演员，我深感要在舞台上成

功地创造角色，塑造人物，首要的就是要拿到一部经过多方认证、较成熟的歌

剧剧本，这也是激发演员创作欲望与艺术灵感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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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歌剧剧本比较适合于演员的表演呢 ? 我认为至少要有

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歌剧剧本的故事情节要“立主脑”，简炼集中，不宜复杂，为演员

舞台表演提供充分的表现空间。

我们知道，歌剧是“主情”的艺术，也是“表意”的艺术。歌剧演员主要

通过声乐表演手段来塑造人物，推动剧情发展，揭示剧本主题。歌剧题材的特点，

一般说来是有一定诗的意境，有较强的音乐戏剧性效果的故事。而歌剧题材的

来源，一是靠歌剧作家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去寻找，这就是原创；二是靠歌剧

作家改编其它作品。但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歌剧剧本故事情节都不能过于复杂，

人物关系要相对单纯。因此，歌剧编剧必须努力寻找合适于歌剧自身表现的题材，

即从内容是否适合于音乐的表现上来选择，以便于实现演员的表演功能。这就

要求不只是将生活中或其他作品中的内容变成歌剧艺术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

将其中的戏剧化内容能够转为音乐化的表现。古今中外的歌剧名著、经典之作

几乎无一例外。

第二、歌剧剧本的结构要考虑演员演唱的节奏，做到张弛有度、繁简得当。

歌剧与其他戏剧一样，剧本结构通常由故事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这几

部分组成。由于歌剧包含浓厚的音乐艺术因素，因而剧本结构又有着自己特殊

的规律和个性，这就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音乐戏剧结构。何处是矛盾的发生、

延续、解决之处，何处需要出现高潮，何处应该舒缓，何处应该紧凑，何处需

要铺开，何处可以简略，都应该在作通盘考虑。抒情性音乐是歌剧中以情为主

的特色体现，也是歌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复杂情感的表露，对于戏剧冲突的展

示，剧情的发展和推动都十分重要。因而编剧结构必须将音乐性融合在戏剧中，

形成协调而不间断的长锁链，将诸多环节串连起来，使剧本结构呈现出艺术性、

音乐性、戏剧性统一和谐的整体美。

第三、歌剧剧本语言道白与音乐唱词要考虑演员表演的衔接与过渡，做到

协调而自然。

有些剧本，由于故事内容过满、过杂，为使故事情节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编剧不惜花大篇幅语言道白去完成，造成语言道白与唱词的比例失调，过渡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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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削弱了音乐性的发挥，也限制了演员声乐表演的发挥，破坏了音乐性与戏

剧性的和谐统一。所谓“话剧加唱”式的歌剧，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造成的。

因此，编剧在改编歌剧剧本时，务必对此重视。歌剧剧本的改编创作，一定要

尊重歌剧本体特质，为歌剧演员的表演和声乐演唱、塑造动人的音乐形象打下

坚实的基础。

第四、歌剧剧本改编创作要在语言上下功夫，注重语言的生动性、鲜明性

与个性化，这同样是歌剧演员在表演和演唱时所十分需要的。

我们知道，语言是戏剧中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主题最基本手段。歌剧

的内容就体现在歌词和道白中。歌剧中诗化的语言，唱词被谱曲以后，与音乐

融合一体。因此，歌剧中的唱词创作，应根据人物特性、处境、心态、情绪的

不同变化，而给予形象、生动的表现。歌剧《卡门》中女主人公泼辣、倔强、

追求自由，具有典型的吉卜赛女郎的开放与热情。歌词对此有着十分精彩的描写。

其中《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这样写道：爱情像一只自由鸟儿 / 谁也不能够驯

服它 / 没有人能够捉住它 / 要拒绝你就没有办法 / 威胁也没有用 / 祈求不行 / 一个

温柔、一个叹息 / 但我爱的是那个人儿 / 他的眼睛会说话 / 爱情是个流浪儿 / 永

远在天空自由飞翔 / 你不爱我，我倒要爱你 / 我爱你可爱的心。这段唱词，将卡

门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表现和心理状态描绘得活龙活现，十分富有个性化，给

观众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要创作好歌词，也不是仅凭灵感就能写出来的，

编剧一定要从生活出发，对人物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包括人物的一切行

为活动和一切心理活动，这样创作的歌剧语言，才能完整清晰准确生动地表现

人物和剧情。歌剧中即使光是由台词所体现的语言，也要使演员在朗诵时含蓄、

上口、富有音韵感，显示出特殊的语言魅力。歌剧《江姐》第六场，江姐义愤填膺，

痛斥叛徒甫志高的一段韵白，以及江姐与沈养斋交锋时的两段台词，同样节奏

鲜明，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给观众留下难忘而深刻的印象。

2 

由于歌剧的本体性特征，音乐在歌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

作曲是比编剧更为重要的创作。对于演员来说，作曲家谱写的音乐，无异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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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演唱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作曲家音乐创作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歌剧艺术

的成败，也决定着演员表演的成败。正因为如此，西方歌剧史上，歌剧总是归

属于音乐门类，由此可见音乐创作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之所以津

津乐道于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罗西尼的《塞

维利亚的理发师》，比才的《卡门》，普契尼的《托斯卡》、《蝴蝶夫人》等，

就因为这些伟大的作曲家早已与他们作曲的经典歌剧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提起

中国歌剧音乐，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歌剧名曲名段，仍以其优美的旋律萦绕脑际，

铭记于心。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论述表演艺术时有一句名言：“一切演员———形象

的创造者，毫无例外地都应该再体现和性格化”。歌剧演员更是为此。中国歌

剧演员有的以民族民间唱法见长，有的以西洋美声唱法取胜，但无论是什么唱

法，他们都要在剧中以角色的名义演唱，并以此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

就中国民族歌剧而言，作曲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将民间音乐、戏曲音

乐等给予有机的融和，统一到作品中去。演员通过声乐演唱，塑造人物形象，

刻画人物性格，使音乐性与戏剧性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取得了强烈

的艺术效果。中国民族歌剧一批优秀之作，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作为中国歌剧发展史上里程碑作品的《白毛女》，就是作曲家在深入生活、

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找到并创作出最富于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最适合于演员演

唱的音乐。作曲家从剧中人物性格出发，对河北民歌《小白菜》，山西秧歌《拾

麦穗》等曲调进行改编，使之成为表现喜儿、杨白劳等人物的特色音乐。同时，

在音乐创作上还选择了河北梆子、河北花鼓、山西梆子、秦腔，陕北道情等戏

曲曲调，经过改编，融入剧情，从而使歌剧演唱取得了戏剧性与音乐性相融合

的独特效果。

歌剧《江姐》也是成功运用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相融合的原则进行创作并

取得成功的范例。为深刻地表现江姐这一人物形象，剧中通过对民歌、四川清音、

曲艺小调、川剧、胡琴、扬琴音乐的筛选，以大段的咏叹调给予表现。江姐的

主要唱段，基本从主题音乐《红梅赞》衍变而来。对其心理变化的多视角描绘，

采用戏曲死腔活唱，在原唱腔基础上加以变化处理；对于其他人物，有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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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的音乐手法，灵活自然，怡如其分地表达出人物身份、个性、口吻、神态等。

作曲家金砂在谈到《江姐》音乐创作时说：“民族歌剧创作运用戏曲音乐的手法，

能多层次围绕戏剧情节，选择有可塑性的音乐素材来变化发展，并能塑造人物、

展示戏剧矛盾和增强戏剧色彩。《江姐》音乐运用戏曲板式化处理时，旋律的

抒情性、叙事性和戏剧性功能体现在板式中”。《江姐》中音乐还运用了一些“旁

唱”。这是“为了说明人物的内心思想和心态变化，而又不让在场的其他人知道，

却要使观众明白的一种手法”。此外还用了帮腔伴唱，“它既可多视角地揭示

人物的心态和情绪流向，又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批评、指责、建议、提醒剧

中人，还可以把人物言外之意加以夸张，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剧中运用了

突然停止伴唱的清唱，既可造成戏剧性的强烈对比，又可突出人物唱腔，“让

观众听清唱词，领略韵味和情趣。”正如一位观众在看了《江姐》演出后所评

价的那样：“在《江姐》音乐中，我们不但听到了川剧的精华，同时还领悟到

京剧的灿烂及其金属般的质感，越剧的明澈和富于弹性的节奏，梆子戏的激越，

以及越剧的柔美和江南小调的婉转、悠扬等。《江》剧的音乐，正是充分吸收

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和养料，才形成为观众所感到的浩大、丰满和光芒四射

的气势。所以人们赞赏《江姐》剧音乐的作者们是集大成者，具有大家风范和

气度。”

如果说《白毛女》、《江姐》等音乐创作主要以中国传统戏曲、民间音乐

为基础的板腔综合性模式，那么《原野》等歌剧音乐创作则采用西洋严肃歌剧

的音乐贯穿发展手法为主的大歌剧模式，同样取得了成功，受到国内外观众广

泛好评。作曲家金湘认为《原野》音乐创作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从人物出发，

把握住最能吸引观众打动人心的两点，即“一是人性的扭曲与复苏，二是大自

然的本色与变形”。他说，有了人物特点，环境氛围的定性，“在风格的把握上，

凡是表现人性的扭曲，大自然的变形等等，我多采用近、现代技法，如多调性、

微分音等音乐，凡是表现人性的复苏、大自然的本色美等等，则多用浪漫主义的、

印象主义的技法。在总体构想上，凡是大段唱腔（咏叹调、咏叙调等等），多

采用整块的、旋律感强的、调性相对明确的手法；凡是朦胧的场景，戏剧性的

段落以及宣叙调、韵白、说白之类的段落，则用结构模糊、旋律感弱、尖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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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多层结合等手法。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手法来表现两种不同的“情”与“景”，

让它们在强烈的冲撞、反差中既表现了不同的情与景，也表现了音乐自然的美，

以此构成了《原野》音乐的总概貌。”

3 

在歌剧艺术创作中，歌剧剧本是基础，音乐作曲是灵魂，均属一度创作。

歌剧导演的职责主要把剧本的文学形象、五线谱的音乐形象变成舞台上活生生

的艺术形象，这就要求导演对剧本和音乐进行总体构思，把握全剧风格，协调

与舞台各部门的合作，保证演员完成舞台人物塑造的最高任务。

与一般的戏剧导演不同，歌剧导演的艺术构思主要通过音乐去分析，了解

人物的行动线、情感线，进而捕捉人物的音乐形象。因此歌剧导演必须具备音

乐的秉赋，善于将人物的声乐表现，歌词表达，表演造型，行为举止，场面调度，

节奏快慢等，通过音乐来想象，并统一于完整的艺术创作构思之中。这个构思

过程十分细致而具体，包括人物的声乐表现，其抒情、叙事的成分和时机，人

物情绪的升降、起落，情感抒发的张扬，舞台造型的各种定位，歌词表达的真

实自然等，都要事事处处照顾到，并在音乐中给予精致准确的表现。音乐节奏

所体现的人物，外部形态与内部心态，也是歌剧所特有的，这也是导演构思所

必须考虑并加以体现的。在歌剧的舞台调度中，音乐对于舞台调度有着明显的

制约作用。导演对演员必须要求做到，在有音乐的时候，要尽量符合音乐的节奏，

跟着音乐的节拍；在没有音乐的时候，也要通过特殊设计的演员的形体动作和

调度，使观众感到连而不断、贯通一致的气韵。在歌剧场面调度音乐化的问题上，

不少歌剧导演认为，作为歌剧导演，要将音乐外化，将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

将作曲家总谱的音乐变为一个个场面调度，让人物生活在音乐中。一句话，把“可

听性”变成“可观性”，将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同音乐联系起来。歌剧

导演要学会从音乐中去挖掘人物的内心感受、行为表现，从而形成符合于音乐，

符合于戏剧的场面调度，使音乐与戏剧和谐地融合，互不游离。这就要求歌剧

导演必须将剧本和音乐深入自己的灵魂，将“戏剧的音乐”和“音乐的戏剧”

融汇贯通于自己的构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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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导演的总体构思和剧作原则，最终还要靠演员在舞台上直接体现。因

此，演员必须在导演提示、引导下，游弋于音乐之中，这样演员所创造的角色

才有可能是音乐的角色。不少歌剧导演在谈到导演与演员的关系时深有感触地

说，导演必须同演员做“知心朋友”，一起共同研读剧本，熟悉音乐，分析人物，

提示冲突，交待规定情境，理解、把握人物关系。导演不但要让主要演员弄清

自己的咏叹调、咏叙调、宣叙调、韵白、台词，同时对其他角色的音乐、伴奏、

甚至和弦，每一个重音和停顿都了然于胸，从而使全场演出形成既有在音乐制

约下的统一，又有各自发挥的艺术体现。

4

对于歌剧舞台艺术而言，音乐是灵魂，而指挥则是音乐的灵魂。在指挥的

统率下，演员与乐队相配合，通过声乐演唱和表演，在舞台上体现剧作家、作

曲家的创作意图，从人物形象的创造与发展变化，从对人物性格的描绘与刻画，

从情绪气氛的表露与对环境氛围的渲染，从戏剧动作到情感抒发，从节奏速度

的控制到音乐风格的把握，把整部歌剧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为使指挥与演

员达到和谐一致的默契与协调，在歌剧排练前和排练中，他们就要根据导演的

总体构思和创作原则，建立直接的联系与合作。他们要在熟读剧本和乐谱的基

础上，由指挥对演员、乐队的演唱、演奏给予非常细致的关注和指导，通过一

遍又一遍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自然的音乐表现状态，使演员知道怎样用音乐去

带动人物的行动、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在歌剧演出中，指挥兼顾

演员与乐队、音乐与戏剧的双重责任，时时提醒演员如何投入感情，合理分配

自己的表现力，实际上指挥有着同演员一样的对人物与剧情的共同体验，有着

同演员同样的节奏，一致的行动。演员的一个调度，一个行动，一句台词，一

声歌唱，均在指挥的统一调动之中。应该说，此时指挥的全面投入，甚至比演

员有着更大的难度。从心理体验来说，一个演员只是进行着一个人物角色思想、

感情、行为的过程，演员在戏中从头至尾的行动线只是角色特点的连贯，而指

挥所要达到的内心体验，要应对多种不同的关系。这使指挥对于每一个人物的

心理发展都要有所了解和熟悉，从而能进入对不同人物不同内心的体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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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内心体验，既是同演员的共同合作，又是对演员的临场指导。作曲家柏

辽兹说过：“指挥就是一个世界”。歌剧指挥需要有一专多能的非凡才智，因

为他从事的是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表现力最强的音乐作品，面对的是复杂

多变的艺术现象。

5

从演员表演的视角考察歌剧艺术创作，当然还应包括舞台美术的设计与呈

现在内。歌剧舞台美术本身含有形、光、色等元素，是诗、画、乐的结合，同

样是一门内容丰富的艺术。归根到底，舞台美术还是要从剧情、人物出发，创

造符合歌剧中角色形象的情绪、心理等气氛和环境，以利于表现人物内在、外

在的行动特征，并同演员表演动作发生直接联系，为戏剧表演节奏和调度提供

合理的依据，从而使人物行动场所更具浓厚的感情色彩、人物行动更加产生强

烈的艺术效果。所谓“戏不够，舞美凑”，正是舞台美术与戏剧人物、情节脱

节的表现，是对舞台美术表现功能的一种误读。

总之，歌剧作为高雅的综合性艺术，无论从创作要求、难度来看，均堪称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表演视角切入歌剧艺术创作，可以更好地认清歌剧艺

术的特质，把握歌剧艺术的创作规律，激励同仁，增强信心共同繁荣新世纪的

中国民族歌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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