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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早期称之为“音乐喜剧”由小歌剧和喜歌剧演变

而成，是一种西方的戏剧体裁，幽默风趣的喜剧色彩十分浓

厚，表演形式也相较于传统的歌剧、戏剧都大为不同，通俗易

懂的大量对白使这种歌剧体裁深受大众的喜爱。歌剧、舞剧、

话剧、演唱剧和音乐剧等，是当今受到世界人民关注较多的几

大音乐戏剧形式。它们的组成都离不开戏剧与音乐，为世界人

民带来美的享受。音乐剧是正歌剧、喜歌剧等发展到一定阶

段，经过对音乐、戏剧、舞蹈等多方面的改革和吸收后形成的

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是结合了多种音乐戏剧形式的精华发展

而来。音乐剧在80 年代中期开始传入中国。从最初排演国外音

乐剧《乐器推销员》至今，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模仿到创造的阶段。

“木兰从军”起源于乐府中的《木兰辞》，在战乱不断，

边关战事告急的时代背景下，君王一纸令下，军册有名的老兵

花弧因年迈染病一下陷入了困境，自幼跟随父亲习武的花木兰面

对困境毅然决定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音乐剧《花木兰》由作曲

家郝维亚作曲，邱玉璞老师、喻江老师编剧创作完成的一部中

西方戏剧艺术相结合的作品，在西方传统音乐剧的基础上注入中

国元素和现代艺术表演形式进行创新创作，全剧围绕“和平”与

“爱”进行创作表演，木兰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其传

播的表演形式也各具特色，邱玉璞老师等人以音乐剧的新型形式

再次将木兰从军这个故事呈现在大众面前，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

感觉。

1 　音乐剧《花木兰》的概述

1.1音乐剧创作背景介绍

音乐剧《花木兰》故事的开头几乎与传统的韩乐府诗《木兰

词》相同，只不过它突出了木兰的弟弟的性格，经过一场激烈的

思想斗争，木兰最终以他弟弟的名义登上了他父亲的位置。后来

剧情主要是原创音乐剧，战争开始了，木兰一方处于劣势，经过

一场在巴丹的战役失败，王子被花木兰的军队俘虏，战争开始发

生变化。巴丹国失去了强大的战斗力，朝廷计划通过”婚姻配对”

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增强军队的整体实力。当木兰听到这个

消息，他决定进入圈套。经历了这一切，巴丁公主爱上了不为人

知但强大的木兰。但就在巴丁公主和木兰准备迎接满月的时候，

公主认出了这位勇士，他是敌军的先头部队”花牧帝”.此时，戏

剧达到了冲突的顶峰，公主深深卷入了对国家敌人的爱与恨，这

时，木兰出来劝说和平解决战争的工作。只要这场战争能够停止，

双方的人民就能够脱离苦海，公主的哥哥就能回到巴丹。公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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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很喜欢木兰，经过一番苦苦挣扎，终于同意了木兰的求婚。两

国谈判和平后，整出戏迎来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音乐剧《花木兰》由中国歌剧舞蹈剧场独立创作及首演。《花

木兰词》改编自《花木兰词》 ，由郝伟亚创作，灵感来自几代艺

术家，包括老、中、青年。乐府诗《木兰词》影响很大，但作者

创作题材时，不仅仅指乐府诗《木兰词》 ，而且以《木兰词》为

例，文学作品也发生了完全的变化。音乐剧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

艺术形式，所以木兰在情节设计，人物设计和音乐设计方面，对

西方音乐剧有很多借鉴。

《花木兰》是中国著名历史人物，也是举世闻名的音乐剧。《花

木兰》选用花木兰作为主角，使古老的花木兰故事更生动、更现

代，剧中的主题是“爱”与“和平”。《木兰词》虽然唱得很高，群

众基础很强，但也给创作团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个经典的故

事让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对木兰有一个固定的印象。然而，创意团

队并没有直接运用前人的智慧，而是在原创大胆创新的基础上，

可以说创新是团队创作的目的。就概念而言，创意团队努力营造

一个新的木兰形象。尽管乐府诗《木兰词》的故事情节十分完美，

但木兰形象相对薄弱，也有很多新的地方 文学作品创新的地方。

音乐剧《花木兰》以新情节重塑木兰形象，大获好评。

1.2音乐剧作者介绍

郝维亚，陕西西安人，1989年考入音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于吴教授的博士班。作为青年一代的作曲家他创作主题思想

的素材以及技术都非常具有包容性，内容涵盖广泛。2004年完成

在部分国家上演了大型音乐剧《兵马俑》，同时受文化部邀约为纪

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创作了交响乐《纪念》。郝

维亚的导师吴祖强先生是我国第一批留苏作曲家，其在苏联留学

习得的相关理念也带到了他的教学理念中，郝维亚的创作，一直

深深的扎根于民族性的探索之中，他的音乐创作不仅是标题、技

法、思路、内容，均和中国的民族文化有着高度的结合。郝维亚

创作的音乐剧《花木兰》颠覆了传统的花木兰形象，塑造了一个

具有现代风格的、符合现代人群审美趣味的花木兰形象，音乐剧

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情感的美学观，在音乐的塑造方面，郝

维亚使用了19世纪-20世纪初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作为参考系，让

音乐显得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20世纪音乐风

格。同时他在《花木兰》中直接引用了拉赫马尼诺夫《第二交响

曲》第三乐章的主题动机，这个方式与意大利普契尼的歌剧《图

兰朵》有异曲同工之妙。 音乐剧花木兰中，则别出心裁的使用了

“爱情”作为穿插的主要部分，在以往的《花木兰》的创作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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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一丝人性化的设定，整首音乐剧的内容不以推进剧情为主

要核心内容，而是从人物情感的角度进行叙述，因此，音乐剧

《花木兰》中更加注重抒情性而不是叙事性的穿插。

1.3 音乐剧《花木兰》艺术特点分析

1.3.1 音乐剧《花木兰》的演唱特点

音乐剧《木兰》从一开始就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作曲

家充分发挥了这一特点。几乎所有的木兰歌曲都是以西方艺术为

基础的，表达方式融入了更多的民族元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找到一些中国戏曲的影子。这就是音乐剧《木兰》与其他现代

音乐剧如白毛女和洪湖赤卫队的区别所在。一般的民族戏曲采用

中国的板腔体系，表演也是借用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虽然中

国戏曲的阴影可以在木兰身上找到，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部西方

音乐剧，演唱方式更多地融入了西方元素，运用了更多的美声

唱法，充分利用了整个腔体的共鸣，即声音在腔体共鸣中呈现

为一条大线的有机机制。

1.3.2 音乐剧《花木兰》的音乐形象特点

《木兰》的咏叹调以抒情咏叹调为主，拥有属性宽广，旋

律起伏大，节奏明快，长而动听。在剧中人物复杂的心理，表

现剧中人物冲突的时候如果能够运用咏叹调，就会有更好的表

现。在音乐剧《花木兰》中，有很多关于人物更激烈的意识

形态斗争的描述。例如，我希望的那段文字，也就是这次研究

的主题，以及巴丁公主最后长久以来的想法，都符合这些条

件。在人物思维的过程中，运用长长的抒情咏叹调，不仅可以

很好地表现人物的状态，还可以让观众保持紧张的神经适当的放

松，为情节的背后铺平道路。

1.3.3选段内容的情节梗概

《望不见边际雪原》选自音乐剧《花木兰》第二幕，是

剧中花木兰和白玉溪的唱段，二人看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的

苦难感到悲痛，从而唱出去和平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该选段的

演唱对演员的唱功要求较高，前半部分主要是白玉溪的唱段，

美声唱法夹带一些通俗的唱法，与音乐剧的通俗特点相吻合，

后半部分加入木兰的唱词，更多的使用的是美声的唱法。

2 　《望不见边际雪原》曲式结构分析

《望不见边际雪原》是单二部曲式结构，分为两个部分，

A 部分的旋律走向比较平缓，乐句之间的起承转合起伏都不大，

B部分由变化重复的乐句组成，是整个选段推起高潮的部分，调

性的变化使该选段的音乐起伏逐渐变得有力量感，不是简单的叙

述，也符合音乐剧表演艺术的专属特征。

3 　《望不见边际雪原》旋律特征

选段的A 部分旋律走向整体音区偏低，音程跨度不大，符

合剧中人物白玉溪的角色，音乐开始是安静的，倾诉般柔和的

走向，B部分旋律整个提高音区，且每换一个乐句就提升一次音

高，音程跨度也相对变大，给整个选段掀起戏剧性的高潮。

4　《望不见边际雪原》演唱及情感表达

该选段全曲都萦绕着一种焦虑的，无奈的氛围感，有上阵

杀敌的本领，却没有拯救苍生的能力，战火蔓延的每一寸土地

上都有无辜牺牲的百姓。这是一个二重唱的唱段，花木兰和青

梅竹马的白玉溪两人看着战火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两人都唱出了

表示对和平安定的向往和期待。唱段由白玉溪开始，在平凡的

黑夜静静地诉说着不平凡的战争，甚至发出“记忆中的温暖，

真的发生过吗？”的无奈自问，以及“为何不再重现，哪怕

是支离片段”的向往与期待。歌词简单，旋律也起伏不大，但

是每一个字去说出来的无奈都直击人心。这个部分的演唱需要男

演员绵长的气息来进行表演。

该选段第二个小部分是从女声重唱接进来开始，像是在回答

“白玉溪”的问题一样，前四个乐句旋律和第一个小部分旋律

一样。紧接着就是两个声部同时发出感慨，也是从第一次“和

平的火焰”这里开始为掀起整曲高潮提前预热，两个声部如歌

如泣，和声融合，只有在每一次“和平的火焰”这一句的时

候和声走向为上行一致。

B 部分开始转调，全曲高潮来临，歌词不变，旋律不变，

调性发生了变化，不像之前的旋律走向，两个声部的音高同时

集中在中高音区，从听觉上给人一种对和平更加强烈的期待感，

结尾句部分女声部分停留在高音区，男声部分仿佛又回到了从全

曲开头一样的轻声述说的样子，表达两种性别对和平和安定追求

的不同表现。

两个部分的演唱都需要演唱者有十分扎实的气息支撑，在进

行舞台演出时，如果不是整部音乐剧的排演而是截取选段的表

演，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将整部音乐剧的故事感全部带入，舞台

走位配合尽量靠近音乐剧的表演形式，从服装、道具自己演员

的舞台扮相——将军服饰（女扮男装）都应该严格的去更加贴

合所表演的这个角色。

结 语 ：

音乐剧这个题材的作品多偏向于更加现代和流行的创作作品

更多，且相对于中国作品由于传入的时间背景，作品就更加稀少，

以《花木兰》这种相对时代久远一点的战争英雄形象，作为创作

题材来创作的作品，在形式上就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用

西方的表演艺术形式，注入中国元素，注入民族元素搬至舞台，

唱的，说的，舞蹈的，武术的，戏曲的全部柔和到一起，让更多

的中外观众了解，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不陌生。通过对该音乐

剧选段的演唱和曲式研究分析，不论是从个人的舞台实践表演还

是从文本的理解，都有了对该类题材的更深层次的认知，为其他

演唱者对该选段的人物塑造，情感表达，演唱技巧等方面提供参

考，希望可以和其他表演者相互借鉴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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