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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歌剧《木兰诗篇》创作背景与内容 1

中国歌剧发展的历史上，在经历创作了《白毛女》

经典作品之后，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歌剧作品质量稂莠不

齐，原因就是当时的作品创作思路不清晰，且群众的艺

术审美能力不高。当时的音乐评论家这样说道：“一部新

作品，缺乏必要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或者用陈旧不

堪的手法翻新一看便知的故事，或者以令人生厌的八股

音调宣讲人尽皆知的真理，或者在形式上花样翻新然而

内容上苍白空虚，或追求题材伟大崇高却把歌剧舞台变

成了概念演绎的场所。”[1] 当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歌剧《原

野》的出现给当时的歌剧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我国

的民族歌剧创作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者运用“中国故事”、“外国体系”

去创作歌剧。《木兰诗篇》就是在这种创作形式下产生的

作品，这部作品创作于 21 世纪初，以独特的审美复苏了

中国歌剧的现状，这部歌剧以河南本土化的表达方式，

呈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以及中华儿女热爱和平，

希望家国团圆的美好心愿，这部歌剧的独特之处也在于，

相较中国歌剧创作初期的作品，这时的歌剧不再是单一

唱法和表演形式，在演唱上《木兰诗篇》在民族音乐的

基础上加入美声唱法、豫剧润腔唱法等。在表演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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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多元化，比如加入西洋交响乐、中国民族乐器、戏

曲、多声部合唱等形式，以及舞台音美效果让此歌剧的

舞台更加震撼音响效果更加丰富饱满。

这部民族歌剧是作曲家关峡作曲，刘麟负责主要编

剧，并由导演高牧坤指导演出，经历五年充实与完善，

2004 年 10 月在河南人民会堂首演，著名歌唱家彭丽媛、

戴玉强主演歌剧。歌剧一经上演就受到广泛关注，后又

受邀到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等

世界各地进行巡演。故事取自流传在中华大地 1500 年之

久的历史故事——“花木兰替父从军”，然而这部歌剧的

故事情节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改编，增加了戏剧的观赏

性。除了木兰代替父亲征战沙场这一故事线外，增加了

男主人公——刘爽。木兰与刘爽在战争中结实，并互相

产生情愫，战乱结束后，木兰大胆的暗示自己对刘爽的

心意，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此部歌剧传颂了中原女英

雄勇敢朴实的性格，同时木兰渴望世界和平，追求真善

美的心愿，也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和为贵”的

伟大精神。

二、歌剧《木兰诗篇》地域性音乐特点

1. 语言上，吸收豫剧方言音调

首先在这部歌剧中，通过花木兰这个角色展现了一

部全新的诗歌史和文化史，其中语言是最能反映地域文

化和民族风格的元素。特别是在这部歌剧中，通过方言

塑造场景的方式很多。并且在正式的演唱唱段中使用豫

剧方言音调特征。另一方面来看，此歌剧在唱词上很好

的揭示了呼唤和平，追求幸福的主题思想，从中原传统

文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追求来看，这部歌剧在一

些唱腔戏剧上清晰地折射出地域精神特征，也就是中原

文化的传统精髓。也正是因为创作者关峡老师家乡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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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南开封，所以在此基础上，歌词语言上不仅采纳了

方言的地域特色，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传统孝道的伦理特

色，还有木兰这一角色的正直勇敢的性格特点。《马蹄踏

踏划破夜的寂静》、《我的爱将相伴终生》两首木兰的咏

叹调中一些音乐素材取材于河南豫剧独特的唱腔，这种

唱腔把木兰中原人的性格特点刻画的栩栩如生，在歌唱

的语言上也具有统一性。除此之外，木兰咏叹调的所有

语言音调和音乐特征，都是在豫剧这一元素的音调中进

行，从而使得《木兰诗篇》这部歌剧在音乐曲调与背景

材料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剧中角色所使用的

语言不仅体现了中原河南的地方文化特色，而且对深化

现代民族歌剧主题的思维和语言风格起到了推动作用。

2. 唱腔上，借鉴豫剧唱法技巧

在《木兰诗篇》这部歌剧中，除了语言上运用方言

的音调处理，还有对于河南地区豫剧唱法技巧的模仿，

唱段中的唱腔体现出来典型的豫剧特点，主要体现在对

戏曲旦角唱腔的借鉴与吸收，在诸多木兰咏叹调唱段中

均借鉴了豫剧的唱腔特点，在豫剧中，表演者的经常使

用“润腔”这一艺术技巧来表达演唱曲目，也是最普遍

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通常分为音调润腔、节奏润腔和

装饰润腔三种。在木兰的咏叹调中，装饰性润腔是最常

见的，比如波音润腔、下滑音润腔、力度变化润腔等。

主要表现在有一些音调的二三四度上下行和下五度、

上四度的使用，在木兰咏叹调中润腔使用得非常频繁，

这也体现了豫剧润腔在其中的运用，更好地使演唱者原

有声音基础上使声音更具有表现力、更贴合观众的心理，

符合剧情的走向。河南豫剧的腔调特征的演绎方式在国

内外演出时受到一致好评，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民族

歌剧在逐渐走入中国老百姓的心中，逐渐立足世界歌剧

的舞台。

3. 创作上，运用豫剧调式核心

该剧在音乐表现上具有豫剧创作技法的特点。在歌

剧演唱上吸收豫剧唱腔的演唱特点的同时兼并美声唱法

的鼻咽腔、头腔共鸣，创作者特别注重饱满的发音和音

响效果，于是作曲家关峡对于“中西合并式”的创作展

开了深入研究，鉴于关峡出身中原河南的有利条件，首

先他对河南各种形式音乐的创作特点及演唱特点进行深

入调查和研究，终于在“豫东调”上找到了灵感，这是

豫剧创作中常用的一种调式，这种调式主音是 sol，以河

南商丘、开封的语言音调为主，并且唱腔在传统演唱中

多用假嗓。这种唱腔声音细又亮，在演唱中花腔使用频

繁，具有激昂、奔放、爽朗、活泼的特点。而《木兰诗

篇》中运用豫剧音乐素材中就是运用豫东调中主音为 sol

这一特点，歌剧中表现出五声音阶徵调式：徵、羽、宫、

商、角 sol-la-do-re-mi.

传统歌剧会沿用西方复调和声去创作，然而《木兰

诗篇》并没有使用传统歌剧的创作思维进行创作，而是

突破打开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歌剧道路，使中国歌剧

真正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将中国民族调式结构融入

创作，打破复调和声创作思维，使中国歌剧实现“本土

化”，在木兰咏叹调中，观众既可以听到带有河南豫剧风

味的特征，又可以欣赏到与西方交响乐碰撞出来的音符。

这种“中西合璧”式的歌剧创作，不失中国民族音乐传

统，又能符合西方观众审美趣味，我认为这也是这部歌

剧能够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

三、演唱分析

此歌剧是无论是在语言上、唱腔上还是创作上都具

有中国地方音乐特性，加之与外国歌剧的融合形成独树

一帜的风格。那么在演唱上，演唱者依旧保持这种风格，

在演唱木兰咏叹调时，演唱者借助中国吐字咬字方式，

同时配合西方科学通透的美声唱法，加上此歌剧中“豫

剧润腔”的使用。将这些技巧一并运用起来，形成了一

个独特的中国民族歌剧唱法。这种演唱方式既能传递人

物情感，又能与台下的观众产生共鸣。

《木兰诗篇》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原因就是运用了

河南豫剧唱腔中“润腔”的音乐元素，演唱者能否演唱

出别具一格的“戏曲韵味”，就要看她的“润腔”把握的

是否到位。“润腔”是指一些围绕在旋律基本音周围的、

音高变化随意性较强的“小音符”。[2] 在《木兰诗篇》中

主要运用了波音润腔、下滑音润腔等。“润腔”的使用再

加上与美声唱法的配合，既增加了歌曲的难度，又提高

了歌曲的艺术水平。如下：

1. 下滑音润腔

木兰咏叹调《我的爱将与你相伴终生》中演唱：“我

最亲的人，靠近我让我感受你的温暖。我最爱的人，拥

抱我让我感受你的激情。”时，演唱者配合美声唱法气息

需要下沉，将声音支点打在头腔的共鸣点上，让声音饱

满立体，通透自然。同时，配合民族唱法的咬字归韵，

将“情、暖”等开口音和闭口音的归韵做到位。其中演

唱到“激情”时演唱者需要运用豫剧中的下滑音润腔，

体现出来木兰对心上之人纠结的情愫，不舍的情感。这

种演唱既能体现人物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对于两种唱法

不同侧重点的融合，展现出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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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 波音润腔

在歌剧第三乐章“巾帼情怀，英雄凯旋”中花木兰

衣锦还乡，追求平淡生活中木兰的咏叹调其中的唱词：

“枝干如铁，傲然伫立青天下”中“如”字使用了豫剧

中的波音润腔，演唱者需要大量的气息作支撑，咬字时

口型竖起来呈“O”的形状，使发出的声音饱满立体，

同时波音在此段中出现，更能营造出巾帼英雄衣锦还乡，

正气凛然的形象。

木兰的另一唱段《假如我是个女人》中运用的典型

河南豫东唱腔，在唱到：“假如我是个女人，我愿为你

缝补衣襟……”这段歌词时，节奏速度加快，语句颗粒

感增强，具有非常明显的河南方言韵味，同时此段也是

战争结束后，士兵们的庆功宴上，木兰借着酒意侧面对

于男主角刘爽的爱意表达。表现出花木兰直爽的性格特

点。

四、结语

《木兰诗篇》完美的体现了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的

融合与借鉴，并且融入了河南当地的音乐调式调性特色，

将豫剧唱腔与西方美声唱法结合，符合中西方观众的审

美趣味。同时通过演唱《木兰诗篇》中木兰咏叹调，也

能让听众们对于祖国和平，社会安定的这一主题有更深

的感悟。该作品在传统创作思维模式和结构上做出颠覆

性的改变，融入了地方调式，使歌剧更富“地域性”特

色。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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