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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以后，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

宝。歌剧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融合戏曲元素，是中国歌剧发

展的一条正确道路，其中凝聚了大众对艺术的想象和人民的智

慧。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都必须要结合现代社会实际情况，只

有这样，才可以得到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现阶

段，我国的歌剧内容已经非常的丰富，即使后来有学者对歌剧

艺术的表演、唱腔等进行了深度的研究与分析，但是多数都是

探讨自己的经验，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当前我们所谈及的歌

剧艺术，是以《白毛女》出现为标志的，后来又有了《刘胡

兰》《赤叶河》等歌剧作品，并涌现出一大批为我国现代民族

歌剧艺术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音乐家。比如：郭兰英等人。基

于此，文章重点探讨戏曲元素在歌剧中的实践应用，希望能够

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　戏曲元素在中国歌剧中的运用

1.1民族风格——地方声腔在歌剧中的应用

以戏曲的地方声腔为代表，形成了风格多样化的戏曲剧种，

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同时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特色。越剧通过

柔美来呈现刚强，也就是将哲学与美学有机整合在一起，更好的

呈现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例如：河南豫剧，突出风格是质朴与

热情，体现出河南的风俗人情。，有效的强化了京剧的舞台感染

力，可以更好的激发大众的情感。合理的装饰音润腔，可以更好

的调整气息。除此以外，还有江浙地区的昆剧、陕西甘肃地区的

秦腔等，都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艺

术形式的存在，是地域风情的呈现方式，也为后续民族歌剧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1]。

《白毛女》是我国音乐领域的经典之作，其中融合了丰富的地

方唱腔元素。同时，这部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根据剧情的需要、气

氛的渲染和人物特点等，灵活的应用了河北梆子和山陕梆子，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编，营造出了一种悲凉的气氛，进而

给整部歌剧作品融入了艺术灵魂。尤其是其中刻画的黄世仁等角

色，给人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江姐》这部作品结合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人物的特点，融入

了川剧的特点，而且还应用可川剧、越剧的声线，为大众刻画出

一个立体化的人物角色。

1.2节奏思维——唱腔板式在歌剧中的应用

板式指的是戏曲中的节拍、节奏和速度，也被称作是板眼，现

阶段，音乐领域学者对板眼的认知并不一样。其中，辞海指出板

眼分别指的是强拍和弱拍，由于我国自古以来板眼记录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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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杜亚雄认为我国传统音乐的强拍和弱拍与西方歌剧的节拍并

不一致，他还指出板眼和强拍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不管是板眼

是怎么定义的，其应用到戏曲中所呈现出来的都是节奏思维。另

外，板眼和戏曲的剧情是相互关联与相互衬托，主要是利用各种

各样的节奏旋律，烘托出戏曲的情绪，并通过节拍的不断变化，刻

画人物心理活动变化。在歌剧中应用的的戏曲板式主要包括四种，

以下将重点探讨这四种板式。第一，原板，也就是中板，这种板

式是一种非常基础的类型，和现代音乐体系中的每小节两拍基本

类似。歌剧中比较常用叙事法，以《洪湖赤卫队》为例，其中有

一部分内容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讲解了韩英的悲惨人生经

历。第二，快板，从可以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一板一眼，

也就是利用比较快的节奏描绘人物的性格特点，推动剧情发展，

呈现出比较显著的戏剧性。比较典型的是《窦娥冤》，其中《倚门

望》中有一段是刻画主角心理活动的内容，即：“好一似迷路的羔

羊，好一似无舵的孤船……我何如河畔”。第三，慢板，是一板三

眼，也就是拖长和延伸，进而烘托出相应的情感氛围。主要是抒

情，突出情感的细腻性。例如：《白毛女》中有一段《十里风雪》

内容，描绘出了杨白芳质朴的品质。第四，散板，是以原板为基

础进行的自由拆分，也就是节奏上更加的自由松散，符合剧情发

展的方向，并体现出人物心理活动。例如：歌剧《江姐》中体现

出视死如归心理的《五洲人民齐欢笑》部分，由“不要用哭声告

别，不要把眼泪轻抛”[2]。

1.3展现形式——唱腔手法在歌剧中的应用

我国戏曲艺术的唱腔手法是以板式为基础，声腔为载体进行

创造的。结合戏剧剧情和人物情感的需求，对演唱过程中技巧进

行相应的调整，进而充分呈现出演唱的情绪和唱词。比较常用的

一些唱腔手法包括念白、拖腔等，以下将重点分析上述几种方法

在中国歌剧中的具体应用。

拖腔，主要是刻意延长尾音部分，也会结合需要在戏曲的最

后添加衬词、衬音等等，从而起到强调的作用。或者是延伸原声

腔的唱段部分，主要是应用在人物的对话方面或者是个人独白方

面，重点突出人物的内心变化与情绪变化，具备极强的感染力。同

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歌剧的表演效果更加的具备戏剧性，从

而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以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例，其中

应用了拖腔手法，非常典型的一个唱段是《不能尽孝愧对娘》，这

个唱段中对娘亲这个词进行了拖腔处理，体现出主人公的内心情

感，重点突出他对娘亲的愧疚之情。

甩腔，指的是演唱戏曲过程，在唱词的句末添加花旋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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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上下运动，也就是甩腔。一般情况

下，唱词末尾是甩腔情况下，不再添加额外的衬词。和拖腔不

一样的是，甩腔的气氛设定并不受到限制，而且强调性更加的

显著。例如：《党的女儿》中有一段内容是《万里春色满园

满家园》，这段内容灵活的应用了甩腔，体现出田玉梅在和绿

水青山告别时的不舍情感。

帮腔是中国戏曲中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戏曲舞台表现精髓

之一。不同剧种的帮腔都有其特点，比较典型的包括川剧的帮

腔、黄梅戏的帮腔等，它们的表现方式主要表现在一唱众和或

者是多唱多和，帮腔人可以在台前，也可以在幕后。帮腔更加

注重互动性与点化性，前者能够增强戏剧的表现力，同时也可

以更好的调动观众的情绪。后者更加注重剧情的催化，这个和

现代电视剧的旁白或者是画外音基本类似。民族歌剧需要结合剧

情发展和音乐表现的需求，灵活灵用帮腔这种表现形式，创设

出良好的舞台氛围。一些比较典型的代表包括《白毛女》中的

《太阳出来了》，主要是通过多和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排上倒

海之势，进而反映出大众的革命力量与信息。把念白与唱有机

整合在一起，可以更加全面的体现出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在

一部分歌剧中，一句歌词中交替使用唱白，凸显出人物情绪变

化。不但具有强调作用，而且还有一定的渲染作用。以《白

毛女》的《十里风雪》唱段为例，其中“喜儿喜儿你睡着了…

哪里有我的路一条？为例，其中有念白也有唱，体现出对喜儿

的愧疚与无奈之情。另外，利用这种长白交替的方式，可以更

好的传达出父爱和对地主的憎恶之情。

1.4艺术形式——虚拟创造在歌剧中的应用

戏曲艺术具备一定的虚拟性，这也是戏曲艺术表现力与想象

力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复杂的道具，一般情

况下，一桌两椅即可，同时，只是依赖于演员的动作表演或者

是简单的说唱念打，并加上一些简单的道具就可以完成整个的演

出活动。比如：用一根绳子，在舞台上走几圈就可以表演出策

马奔腾几天的场景。创设出的虚拟情境，有效的减少了道具的

使用，而且还可以带来良好的舞台效果。另外，我国歌剧也应

用了戏曲所具备的虚拟性，而且在舞台表现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

假设性，一方面可以让歌剧表演突破时空限制，另一方面可以

提供更加真实的体验。从观演关系上来讲，也可以增进表演者

与观众之间的互动。

2　我国中国歌剧今后的发展趋势

戏曲艺术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为

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验借鉴。同时，将戏曲元

素融合到中国歌剧的创作中，可以让歌剧的发展方向更加的明

确，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必须要中国的戏曲

艺术进行全面的分析，并结合歌剧的类型或者是剧情的形式进行

有目的性的挑选，进而创造出更加优质的歌剧作品。基于此，

以下将结合实际需求指出中国歌剧的趋势：

2.1板式变化体的联结

这是戏曲音乐的一种结构形式，它是基于一对上下乐句，

在变奏过程中强调节拍与节奏的变化作用。通过不同种的板式联

结与变化，体现出不同种类型的戏剧情绪。同时，也可以将此

作为正常戏中音乐陈述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这是以板式为

基础，所形成的组合变化形式，必须要全面了解板式的具体特

点。并在创作过程中进行灵活的应用。只有最大程度的发挥各

个板式的作用，才可以更好形成一个有效的板式变化联结，进

而从整体上满足民族歌剧剧情的变化需求，最终获得最好的舞台

表现效果[3]。

2.2了解各个地区的戏曲文化

戏曲是中国歌剧的发展基础，其近百年的积累，也为歌剧

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与此同时，戏曲艺术也是多地区文化融合

的结果。为了有效的推动民族歌剧文化的发展，必须要从多个

方面对我国地方戏曲文化进行分析与探究，从而为中国歌剧的发

展积累更多的原始素材。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中国歌剧的唱腔

更加丰富，同时也具备更加深厚的文化积淀。只有打下扎实的

基础，才可以保证戏曲元素在中国歌剧中的有效渗透。

2.3高度关注戏曲文学

是指戏曲的剧本，这是戏曲创作的根本和意蕴。伴随着戏

曲艺术的变化，戏曲文学的样式也在不断的变化，这对戏曲艺术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所以，为了保证歌剧中可以更好的

渗透戏曲艺术中优秀内容，除了需要关注戏曲音乐，还需要关注

戏曲文学，一方面可以融入更加丰富的中国古诗词和小说等，让

戏曲语言具备更高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加

丰富的文学知识，对其文学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戏曲文学

的融入，可以让中国歌剧唱词内容更加的优美，且使其具备极为

深刻的内涵，进一步推动中国歌剧趋向于民族化发展。

促进我国歌剧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是群众与民族的需求，还

是我国现代社会文化体系形成的客观需求。为了推进我国歌剧艺

术的长远发展，还需要歌剧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从而使我国歌剧

艺术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外来文化，并加

强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从而实现我国本土文化的创新发展。全

球民族文化并非单调的或者是抽象的，它是植根于各个民族并对

人类文化做出贡献的综合。在过去，很多人觉得中国歌剧很土

气，特别是和美声唱法对比，我国的歌剧艺术更是毫不起眼。

近年来，我国音乐艺术家把中国歌剧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与研究，进一步提升至理论的层面上。在未来的传承

与发展过程中，我们仍需要对歌剧艺术的不同唱法进行深度的分

析，进而推动我国民族歌剧艺术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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