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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歌剧《骆驼祥子》的艺术特色初探
赵文钟

国立文化艺术大学

 【摘要】原创歌剧《骆驼祥子》是国家大剧院经过三年的时间，与著名作曲家郭文景、舞台编剧徐瑛、以及新锐导演易立

明共同联手打造的一部充满地域特色的老北京主题经典作品，2014 年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第一次播出，该剧充分吸收了北京

特色的北京单弦、京韵大鼓、大三弦唢呐等，并且吸收了民歌、京剧曲艺、叫卖等元素，以全新的风格展现老北京氤氲。

本文通过对原创歌剧骆驼祥子的艺术特色进行梳理和挖掘，以期待中国原创歌剧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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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骆驼祥子》的创作背景
1.1《骆驼祥子》简介
 中国原创歌剧《骆驼祥子》于 2014 年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问世，是国家大剧院经过三年时间的努力，根据

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进行深入改

编而成，作品将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老舍先生与中国杰

出作曲家郭文景先生进行了一次跨越半个世纪的联合，，

并组建成了一个一流的创作团队，其中成员有我国著名

编剧徐瑛、著名导演 / 舞美设计易立明等优秀人才，他

们呕心沥血共同打造出了一部有独特艺术风格，充满着

老北京气息的主题原创歌剧《骆驼祥子》。将老舍先生

代表作《骆驼祥子》成功带上了歌剧的大舞台，这部歌

剧是运用最现代化的创作技巧，最具国际代表性的表现

手法，且具有独特北京韵味的影响力深厚的一部歌剧，

国家大剧院请来了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作曲家郭文景，

在其音乐创作的技法上，郭文景先生充分发挥了歌剧本

身的特点，在纯熟的技法下，融入了京音、地方民歌、

叫卖、和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还运用了北京京韵大鼓的

唱段以及三弦等民族乐器，十分巧妙的发挥出了老北京

的独特韵味，这部歌剧充分尊重老舍先生的原著，不仅

保留了老舍先生的现实主义语言风格，还融入了戏剧性，

艺术性，故事环节紧密相扣，人物联系十分巧妙，把舞

台效果发挥到了极致，在视觉方面，通过现代化的技术

使舞台具有流动性，与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向观众

展开了一副老北京的生活画卷，一气呵成，表现的淋漓

尽致。

1.2 原创歌剧骆驼祥子的创作背景
 文学版本的《骆驼祥子》在 20 世纪 30 年代问世，

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题，深受大众喜爱，给予艺术家们

深刻的启发，如今，我们以新的艺术表现形式重新塑造

经典，致敬经典。

歌剧版的《骆驼祥子》是国家大剧院用三年时间为

其精心打造，把半个世纪前的著名问文豪与半个世纪后

的著名作曲家紧紧相连，让他们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联

手。几十年来，《骆驼祥子》这部作品以各种形式呈现

在人们眼前出现，不断以各种形式进行表演，这部歌剧

的创作团队一直都在思考该怎么样让这部歌剧从书本中

走上舞台。作曲家以地域特色作为背景，以老北京风味

作为主题来写这部歌剧，通过诸多的手段，包括观看戏

曲，听老一辈留下来的录音，以及许多著名的曲艺唱段，

尽管有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作为脚本，但歌剧和文学小

说本身就是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想要更好的表现出来，

把故事性和戏剧性放到首位，成功塑造人物形象，适应

新的歌剧形式，最重要的是把老舍先生原著的精神内涵

展现了出来。 

2 原创歌剧《骆驼祥子》的艺术特色
2.1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结合
 原创歌剧《骆驼祥子》全剧分为两幕，整体结构采

用大歌剧的结构范式，以祥子的唱段“瞧这车” 拉开序

幕，以虎妞与祥子成婚形成第一幕的戏剧核心；第二幕

以“逛庙会”为起点，随着两位女主角的相继离世，呈

现出戏剧冲突的高潮，最后以祥子的堕落收尾。两幕均

以群戏出场，全剧运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独唱、重唱、

大合唱交辉相应，成功得塑造了饱满的人物形象。此外

歌剧充分吸收单弦以及京韵大鼓的著名唱段，把三弦、

唢呐等乐器加入交响乐队，把民族民间歌曲、京腔京调、

京剧等元素吸收到了歌剧里，使这部歌剧发挥出了独特

的老北京韵味。

 除此之外，还要表现出老北京的地域风味，在配器

方面还添加了京韵大鼓，单弦，唢呐等，语言方面融入

背景戏曲的京腔京调、方言、说唱、叫卖等。在这形式

结构下，作曲家运用创作手法进行了深刻的雕琢。最终

形成了歌剧的范儿与京剧味儿相结合，使之具有了独特

的艺术风格和戏剧色彩。观众们被歌剧中的咏叹调和唱

段深深的吸引，一次次把观众带进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

背景中。歌剧无论从舞台扩展方面，还是完美的音乐戏

剧性，都还原了时代的表现手法，通过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融合的表现手法，歌剧中大量使用混声合唱。这些

合唱都不是传统的合唱，而是在句式结构方面进行加工

的合唱，比如赋格性的“穿插”，高低声部之间又具有

灵活性。歌剧将混声合唱增加为复调形式，为整个场面

带来了生机。高潮处激烈的紧张感，给观众留下了印象

深刻的体验。歌剧骆驼祥子以北京地域特色为背景，把

民族性与时代性完美的结合。

2.2 戏剧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在歌剧的诸元素中，戏剧元素包括人物、情节、事件、

场面、动作、戏剧冲突等。歌剧的结构形态由戏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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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绪结构共同构成，如何处理戏剧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到歌剧创作的成功与否。原创歌剧《骆驼祥子》的音乐

风格区别于，将重心基于对“找回真实的戏剧性状态”，

运用了全新的歌剧表现手法呈现戏剧性与艺术性的完美

结合：1. 创新了歌剧宣叙调的演绎，采用极具地方语言

特色的吟诵性曲调；2. 为适应歌剧内容而运用多种自由

作曲技法，打破传统的调式调性，根据内容的需要自由

运用多种作曲法；3. 为更好的表现戏剧性的真实性，要

求演唱者以生活的本真状态表演。如在间奏加入少见的

合唱形式来呈现。这种新颖的方式不仅让人耳目一新，

而且还承上启下。其中作曲家为了更好的戏剧性的展现，

还在歌剧中增加了宣叙调来增加歌剧的紧张感。在演唱

方面采用不“倒字”的方法，这是一种罕见的手法。不

论在歌剧的哪一处都能听出来，作曲家为了这部歌剧做

了大量的学习和借鉴研究，熟练掌握汉语四声和京音白

话的特点，将剧中所有唱词的韵律都安排在了正常的声

调之上。让场景在音乐流动中变换。

2.3地域性彰显原创歌剧特色
歌剧《骆驼祥子》以老北京地域特色为背景呈现了

一座“看得见”又“听得见”的北京城，堪称原创歌剧

的典范之作。这部歌剧里有很多的白话儿，就是一种家

乡话，常常来逗笑，调侃，这是一种家乡的特征，歌剧

在艺术性充足的前提下很好的借鉴了民族性，北京味儿

是其中的精华，歌剧将京韵大鼓、民歌小曲，京剧京音

都收入其中、在结构、味道、节奏等方面都与正歌剧形

式与民俗风味儿紧紧相连，亲切好听，造就了十分宏伟

的歌剧场面，艺术感强烈。在歌剧中人们一听到合唱北

京城便会精神抖擞，时时刻刻都能让人们感受到北京的

气息是多么平易近人。再比如合唱间奏曲《北京城》，

运用京韵大鼓的素材，融入了著名唱段，地域特色浓烈。

3 对中国原创歌剧的思考与展望
歌剧作为舶来品由外国传入我国，经历了近一个世

纪的发展历程，中国作曲家在戏剧观念、题材选取、表

现手法上多采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材料并从中汲取创作

灵感。现代歌剧多元化的转变，使得中西方作曲家都在

探索新的音乐呈现方式，风格迥异的歌剧作品随之问世。

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歌剧在音乐与戏剧的探索上

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音乐语

言的多元融合，现代科技发展使得歌剧可以对音色、表

演形式有了更大胆的探索，音响技术、多媒体技术大大

丰富了舞台表现力，提升观众的视听感受。

4 结束语
 由中国国家大剧院历时3年打造的歌剧《骆驼祥子》

无论是舞台布景，还是服装、道具都极具老北京特色，

全剧在贯穿始终的西洋交响乐中穿插了大量中国音乐元

素。堪称原创歌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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