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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十八世纪欧洲喜歌剧的发展
王亚娜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喜歌剧产于 18 世纪初，是一种深受市民阶层喜爱的戏剧形式，它一改正歌剧的往日死板，僵化的风格，为歌剧发展开启了崭

新的时代，使歌剧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享，而逐渐发展为贴近平民大众，贴近生活的音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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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毕竟会被新事物所取代，歌剧也是

如此，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正歌剧随着城市的不断深化和市民阶层

的壮大，日渐显现其弊端，例如歌剧创作格式化、概念化，歌剧

演员台风的恶化，使得作曲家创作受到严重干扰和限制，不得不

为了满足歌唱家的炫技要求而不惜破坏歌剧的整体连贯性，使得

歌剧的结构支离破碎。渐渐的人们对歌剧越来越不满，使得占据

歌剧舞台一百多年的正歌剧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在启蒙运

动的深刻影响下，在诸如卢梭之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

艺术家的有力推动下，更加快了正歌剧的消亡，而一种新兴的、

别具一格的歌剧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为歌剧舞台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使其更加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更加贴近生活，更容易被人

们所接受。当然新旧势力的更迭不是和平过渡的，最初进行改革

尝试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约梅利和特拉埃塔，但这一时期对于歌剧

改革贡献最突出的是格鲁克，他的出现，使歌剧面貌焕然一新。

一、意大利喜歌剧的发展

早在 17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马佐基等人就开始了喜歌剧的

创作尝试，代表作是《鹰》，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佛罗伦萨成

立了著名的“花园剧院”，主要以演出喜歌剧为主，喜歌剧逐渐

成为了可以与正歌剧相媲美的新的音乐品种。意大利喜歌剧最早

是正歌剧幕间出现的戏剧场面，经常单独演出，被称作是“幕间

剧”，一般规模很小，与正歌剧剧情无关，小型乐队伴奏，音乐

轻松，诙谐幽默。直到 18 世纪中叶，这种幕间剧才逐渐发展成为

喜歌剧。意大利喜歌剧真正的成功的标志是 1733 年佩尔格莱西的

《管家女仆》（另翻译作《女仆做主人》）的上演。意大利喜歌

剧代表人物还有皮钦尼，他的代表作有《恶作剧的女人》《好女儿》

等。另外还有帕伊谢洛、萨利埃里、契马罗萨等人也为意大利喜

歌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歌剧对法国和德国喜歌剧以

及交响音乐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较于意大利的正歌剧，意大利喜歌剧的题材多取自大众，

具有极强的娱乐性，且通俗易懂，主要反映现实的、身边的、当

下的平民生活内容。在歌剧人物选择上，多选择小市民、残疾人、

仆人等角色。意大利喜歌剧抓住“爱情”这一主要话题，描述恋

人经过各种阻碍、突破各种障碍，其中加入各种幽默、诙谐的笑料，

完美地传递喜剧效果。

从表现形式看，与意大利正歌剧不同的是，喜歌剧不再强调

舞台背景是否精彩绚丽，更注重调唱做合一，借助一些无厘头的

表演，歌剧演员可使表演带有幽默元素。在经过了莫扎特的舞台

表演形式后，演员舞台表演成为制作戏剧性冲突的关键要素，推

动了意大利喜歌剧的发展。在意大利喜歌剧最初诞生阶段，幕间

剧中通常只包含了两个角色，有时会出现第三个角色，但这一角

色在表演中不歌唱也不说话，扮演哑角，只是在剧中配合做出夸张、

滑稽的动作。在早期，意大利喜歌剧人物不断增加，受意大利即

兴喜剧的影响，喜歌剧的演出形式、演出手段十分多样，以此展

现幽默、轻松的喜歌剧特点。从表演性质角度看，早期的意大利

喜歌剧类似于正歌剧，直接采用夸张的描绘方式，表现常人特点，

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够深入。经过长期的发展，意大利喜歌剧体

裁日益完善化，能够展现格局人物细腻的心理、丰富的性格，并

将其深刻地融入到表现形式上。此外，不同于意大利正歌剧，意

大利喜歌剧不再侧重独唱，多借助各种对手配戏情境，全方面地

展现歌剧人物形象。所以，意大利喜歌剧的表演形式日渐契合剧

情需求、心理特点、人物特征，变得更具挑战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意大利喜歌剧中，出现了诙谐男低音的演唱形式，改变了

传统歌剧中的角色观念。在以前的意大利歌剧中，男低音往往用

于扮演冥府的神明、老人和其他配角，其音乐特征具有从容不迫

的特点、人物形象庄严而沉稳、音色浑厚而浓重。但是，在男低

音角色加入意大利喜歌剧后，整个表演节奏不断加快，出现了大

跳的音程、轻快的旋律，且歌词如绕口令一般，这些新歌唱元素

与以往歌剧形成巨大的反差，给人们带来喜歌剧的欣赏效果。这

一强烈而明显的喜剧性效果，还被运用到 19 世纪男中音表演中。

从音乐特点角度分析，在 18 世纪的意大利正歌剧，其咏叹调

中串接了大量的宣叙调，既能够推动剧情发展，又能展现戏剧动作。

但是，在表达激动情绪和强烈的情感时，咏叹调具有无可比拟的

优越性。在意大利正歌剧中，宣叙调部分被脚本作家放在重要地

位，与前者不同，作曲家更认为歌曲的创作重在咏叹调部分。因此，

在开展正歌剧的音乐和戏剧表演时，人们会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

使其处在静止或运动状态。基于正歌剧，意大利喜歌剧沿用了宣

叙调，借此发挥推动剧情发展、呈现戏剧动作的作用，咏叹调则

展现了抒发人物情感、表达角色心里的功能。但是，在音乐表现

形式上，意大利喜歌剧强调合理运用重唱。重唱的最明显的特点

是关注舞台上人物的统一性，基于音乐背景的支持，作为地理的

个体，每一个角色都能在相同时间内，吐露多样化的情感和思想，

有狂喜、有愤怒，或欢乐，或悲伤。正是依靠音乐的力量，诸多

个性化因素经过糅合，达到整体性的表现效果。这样的音乐表现

方式，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内容，远超独唱咏叹调。在表达角色的

情感时，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喜歌剧的重唱中，不同声部

需要实现合作与协调，再加上不同角色对事态发展的态度、本身

的性格特点，使得喜歌剧重唱音乐呈现出交响化、戏剧化的特点，

这也使重唱成为意大利喜歌剧高潮的重要部分。

二、法国喜歌剧的发展

法国的喜歌剧最早源于民间庙会的一种叫作“集市剧”的表

演形式，早在 16 世纪末，法国的庙会剧院就出现了一种滑稽戏，

一般是给流行歌曲填上新词，这被认为是法国喜歌剧的雏形。17

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种用木偶表演的小型歌剧，受到了大众的

欢迎。后来演员转而代替木偶登台演出，讽刺时事，兼有舞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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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的音乐戏剧，被称之为“讽刺歌剧”或者“滑稽歌剧”。这

种歌剧遭到了宫廷的严厉禁止，但最终因为大众的呼声而迫使官

方不得不做出让步。18 世纪初，圣日耳曼广场和圣卢昂卡广场两

个剧团联合组建了喜歌剧院，自此，法国喜歌剧风靡。法国喜歌

剧与意大利喜歌剧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法国喜歌剧采用道白代替

宣叙调。18 世纪中叶，法国上演了佩尔格莱西的《管家女仆》引

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喜歌剧论战”，进一步促进了喜歌剧的发展。

1752 年成立了法兰西喜歌剧院，主要作曲家有菲利多，一生创作

了 11 部歌剧，主要作品有《鞋匠勃莱士》《园丁和他的老爷》《马

蹄铁匠》《汤姆·琼斯》等。对法国喜歌剧贡献最大的是格雷特里，

是 18 世纪后期法国喜歌剧改革的主要代表，有“音乐界莫里哀”

之称。

在法国的喜歌剧发展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在取材

上，与正歌剧的主题不同，不再选择神话的帝王将相、仙女人物，

而是选择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普通老百姓，这也体现出法国喜歌剧

的通俗性。在一些喜歌剧题材上，也有一部分题材具有严肃性。

在法国巴黎上演的《卡门》（Carmen），这部歌剧属于悲剧的代

表作。从具体差异来看，巴黎大歌剧院的对白，从头到尾采用了

宣叙调，而喜歌剧院则采用白话方式对白。在喜歌剧的咏叹调中，

常用的结构为二段体，将一个逐渐加快的“紧凑乐段”（Stretta）

插入结尾段，在临近结束前突然达到极快的速度，带来观众无穷

的想象。为更好地振奋人心，法国喜歌剧会采用出奇的节奏变化、

大跳音程，搭配灵动的装饰音、快速的道白，使音乐更具生命力。

所以，法国喜歌剧演唱对演员提出了较高要求，不仅要清晰吐字、

良好控制气息，还要具备灵便、准确起音的能力。所以，演唱喜

歌剧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必须具有良好的气息控制、吐字清晰和

准确灵便的起音。

在法国喜歌剧的创作领域，经过“喜歌剧论战”后，卢梭的

作品《关于法兰西音乐的一封信》进入大众视野。此后，其基于

田园景色，提取了大量法国民间音乐元素，将个人理论与认识转

化为了实践，创作出感情丰富、旋律清新的喜歌剧《乡村卜者》。

自 18 世纪初起，法国民间、集市盛行着具有讽刺性的轻歌舞剧，

由于综合了唱、跳、说三大元素，获得大众广泛喜爱。在对白上，

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对白极具时代性特点。在音乐填词上，采用

流行曲调的方式进行创作，类似于乞丐歌剧。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

此轻歌舞剧占据着重要地位。基于意大利喜歌剧和法国轻歌舞剧

的特征，卢梭创造出通俗而不失浪漫的法国喜歌剧，其中包含了

哑剧场面、舞蹈场面、白话对话。在创作风格上，卢梭倡导自然

与简朴的风格，这一作品也体现了“回归自然”的属性，展现了

当时艺术特点。在 1762 年，巴黎正式建立巴黎喜歌剧剧院，为喜

歌剧的发展提供了阵地。

当然，法国喜歌剧也并非无可挑剔，为了迎合观众，其中不

乏粗俗低级趣味的成分，法国大革命后喜歌剧中喜剧因素逐渐减

少，其发展日益转向严肃化和抒情性。这为抒情歌剧的产生奠定

了基础。

三、德国喜歌剧的发展

自凯泽尔去世，汉堡歌剧院关闭后，德国民族歌剧就走向了

衰落。18 世纪的德国一直是意大利歌剧独领风骚，德国的喜歌剧

形成于 18 世纪中叶，它是在民间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音乐题

材最初取材法国喜歌剧，以德国的民歌利德为主要素材，采用了

歌唱和道白相结合的方式。并不完全属于喜歌剧，只是针对与德

国贵族所推崇的意大利正歌剧和法国大歌剧而言的。这种歌唱剧

音乐语言朴素，通俗易懂，富于民族特色，反映普通大众的生活

和感情，因此更容易被广大市民阶层所接受，并得到了启蒙学者

们的有力支持。1778 年德国建立了专门表演德国民族歌剧的国立

歌剧院，自此之后，德国的歌唱剧取得了正式的地位。在德国，

作曲家格鲁克为德国喜歌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推动了正歌

剧的改革，对后世歌曲作曲家影响十分深远。格鲁克最早出生在

奥地利与波希米亚交界的农村，在 23 岁时正式接触到了意大利正

歌剧。在 27 岁的年纪，格鲁克完成了首部歌剧作品《阿塔赛尔斯》

（Artaserse），类似于其他早期歌剧，此作品也采用正歌剧创作形

式。在 31 岁时，其开始接触亨德尔、拉莫的作品，为这些音乐作

品所震撼。后来，他正式进入到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在工作中，

他创作出诸多风格的喜歌剧，如《假奴隶》（1758）、《不期而遇》

（1764）等。在创作喜歌剧的同时，格鲁克分析了喜歌剧的特征，

认识到推动正歌剧改革的迫切性。这样的情况下，他与意大利诗

人卡尔扎比吉合作，通过创作新作品，加快正歌剧改革步伐，《奥

菲欧与尤里迪茜》正是诞生在这一时期。尽管题材上沿用奥菲欧

与尤里迪茜的故事，但作者改变了歌剧的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作曲家有希勒、迪特斯多夫、奈非、

申克等。德国歌唱剧后来成为了浪漫主义歌剧的先导，为德国民

族大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英国喜歌剧的发展

18 世纪初英国的喜歌剧是以 1728 年在伦敦上演的《乞丐歌剧》

为标志的，此类歌剧英国人称之为“民谣剧”，一般来说英国民

谣剧具有以下特征：音乐取自民间曲调，有民歌、城市小调、流

行舞曲，也有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旋律。内容滑稽，大多反映了

底层人民的生活，采用对白和说唱交替的形式，通常低音伴奏……

五、结语

喜歌剧产生于意大利正歌剧衰落之时，在西方普遍出现的一

种轻松诙谐，具有喜剧风格的歌剧形式，内容大多取材于平民的

生活，音乐语言通俗，朴实无华却极富感染力。受到了普通大众

的普遍欢迎。喜歌剧的产生是对正歌剧有力的讽刺和打击，推动

了歌剧的改革。但是喜歌剧仅仅是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形成了一

个区别于大歌剧的新体裁，它的形式、风格、手法也只是在喜歌

剧中才得以实现。而且当时喜歌剧本身，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

方面还存在很多弊端，发展还不够成熟，例如《管家女仆》这些

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是不能摆脱旧的束缚，对现实的反映也不

够深刻，在艺术形式上存在结构的程式化，风格过于混杂以及手

法的简单粗陋等等，这些问题直到后来的莫扎特、罗西尼等人的

出现才得以彻底解决。但是总的来说，喜歌剧的出现，在欧洲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是对意大利正歌剧和法国大歌剧的一次有

力打击，并且推动了歌剧改革的步伐，为浪漫主义歌剧开辟了发

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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