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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当前的艺术形势下，歌剧重新获得了新生。歌剧

是音乐与戏剧巧妙结合的一种表演艺术形式。在表演的

过程中，主要依靠演唱的形式来促进情节的发展。事实

上，在中国，具有“戏曲”属性的艺术表演形式由来已

久。正因如此，戏曲是中国喜剧一种来自西方的艺术形

式。无论是中国的戏曲还是西方的戏曲，在艺术发展的

过程中，都会受到自身环境、文化、观众群体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尽管中国戏曲起步较晚，但它已呈现出独特

的民族风格。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分析了中国戏曲与

西方戏曲的不同之处。

一、歌剧

至于歌剧，它起源于西方国家，是一种舞台表演艺

术。通俗地说，它是一种需要歌唱、音乐、舞蹈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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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断推动情节发展的戏剧。因此，从本质上讲，

这是一部需要歌唱的戏剧。歌剧起源于 17 世纪的意大

利，深受希腊戏剧音乐的影响。歌剧的表演与戏剧的表

演相似，在表演过程中需要丰富的典型因素。如背景、

服装、表演等。但区别就在这里。在表演的过程中，更

要注意歌唱者和表演者，表演一些基本的声乐技巧。在

歌剧表演中，唱诗班和歌手往往需要在乐器的支持下完

成表演。有些歌剧表演甚至需要乐队或管弦乐队的伴奏。

有些戏曲表演中还穿插着各种舞蹈表演。因此，戏曲在

表演过程中是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美术于一体

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形式。在表演过程中，在表演者的演

唱推动情节发展的基础上，还需要多种器乐与声乐的结

合，才能做出完整的歌剧表演。对于西方古典音乐来说，

它是一种相对传统的音乐形式，而对于现代音乐剧来说，

它是歌剧的现代版本 [1]。

二、中国歌剧与西方歌剧之间的关联

1. 中国歌剧当中的民族因素

就中国戏剧而言，它不同于西方戏剧的表演艺术形

式，在中国戏剧中，有着深刻的民族性体现。在中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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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戏曲创作过程中，其创作思维充分具有一定的民族

性。在大量的中国戏曲作品中，既有传统戏曲艺术表演

的传承，也有在歌唱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了一些传统戏

曲艺术的歌唱，也有在表演的过程中，结合了传统戏曲

舞蹈的形式。例如 2013 年由陕西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创作

的大型原创歌剧《大汉苏武》，就运用了陕西地方秦腔元

素，在“序”、“尾声”中展现，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秦腔

表达，用秦腔和现代舞混合呈现出双簧表演形式，在表

演手法上将民族生态和现代艺术形式进行巧妙融合。

2. 中国歌剧当中的西方因素

在中国戏曲创作的过程中，由于其强烈的民族性，

需要遵循戏曲创作的客观规律。使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

风格。一旦在戏曲表演和创作过程中，脱离了戏曲艺术

的特点，就会使戏曲创作不再具有良好的戏曲属性，因

此在戏曲创作过程中，对中国的西方戏曲艺术形式，有

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歌剧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

是在演绎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音乐来有效地表达戏剧的

冲突。一旦戏剧中没有了冲突，戏剧就不能具有一定的

戏剧属性。同时，戏剧也需要能够进行深刻的映射当前

阶段的社会生活，所以在描述部分，它需要充分展示人

物的性格和情感，以建立一个歌剧脚本与不同的字符。

然而，对于歌剧的表演形式来说，却无法突破时间和空

间的束缚 [2]。在演绎的过程中，无法同诗歌以及小说一

般，能够很好的对社会生活进行细致的描写和叙述，同

时也无法同舞蹈和音乐一样，能够在情感的抒发过程中，

有着较高的畅快之情，为此就需要在进行情节安排的过

程中，可以对其中的情节高度的提炼，以此形成典型化

的情节冲突。并且，能够采用音乐化的表演方式，有效

的表现出较深思维形式的死刑感情。对于中国歌剧而言，

在表现的形式上，尤其是在音乐的表现形式上，还需要

不断的进行着探索和创新，以及创造出符合我国歌剧发

展的模式。

三、中国和西方歌剧的差异性

1. 文化内涵的差异

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往往会发展出

不同的文学和艺术表现形式。因此，中国戏曲艺术与西

方戏曲艺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歌剧第一次传入中

国后，在发展的过程中，严重影响中国古典戏曲艺术，

但也受到现代流行元素，在创造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

改进和完善，在目前的中国戏曲的艺术作品，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风格的歌剧表演风格。因此，通过对中国戏曲

和西方戏曲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在西方戏剧创作过程中，题材的选择往往

以一些西方历史传说为基础，如希腊和北欧神话，以及

著名的古典书籍。同时，也有一些以西方国家的历史文

化为基础的戏剧。例如，著名的西方歌剧《茶花女》就

改编自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小说。在歌剧的创作过程

中，通过对爱情部分的解读，很好地诠释了西方的爱情

观。在歌剧中，很好地表现了女性的热情、大方。对于

戏曲来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其题材的选择具有很强的

传统文化属性。虽然在创作的过程中，也会与西方歌剧

产生紧密的联系。例如需要借鉴西方歌剧的表演艺术方

式，在内容上进行中国题材的套用，以此形成了中国特

色的歌剧形式 [3]。例如，我国著名作家鲁迅的《伤逝》

的作品，就被成功的改变成为歌剧。在该歌剧当中，将

我国对于爱情的传统观念融入其中，使得具有着当时的

时代特征印记。同时，在表演的过程中，也很好的表现

出我国传统的女性特征，使得树立起保守、矜持的人物

形象。在将西方与东方的格局进行对比后发现，其中西

方歌剧在故事的内容，以及对人物塑造和情感的表达上，

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性，为此就创作出了风格完全不同

的歌剧作品。

同时，在艺术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中西两国人民的

审美标准不同，戏曲的审美特征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歌剧的审美要求应该符合西方人的

大众审美。在进行歌剧的创作过程中，需要时刻基于歌

剧的受众群体需求。要符合高贵、典雅、高素质的人群

需求。以此对于西方国家的歌剧创作而言，是一种基于

高雅的艺术风格。为此，在进行艺术风格的选择上，势

必需要能够针对内容、表演风格，以及对于情感的表

达，都需要符合高雅的气息，形成较高艺术价值的歌剧

作品。

2. 舞台表演的差异

在中西方歌剧表演的过程中，由于基本声乐体系的

不同，舞台表演也存在着差异。对于西方歌剧来说，它

需要以西方的声乐体系为基础。在表演过程中，要保证

歌唱者的音域，以及声乐的演唱方法，对声乐系统进行

细致的划分。在唱西方歌剧。咏叹调、叙事性多采用，

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多采用传统的二重唱、合唱、前

奏、间奏曲等。同时，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还要有效

的收集舞蹈音乐因素。而在我国现代戏曲声乐体系中，

在一定程度上大量借鉴了西方声乐体系，但在作曲过程

中，还有效地整合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风格，从而

成为较为明显的民族风格声乐体系。同时，对于中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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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剧舞台表演过程中，其表演者对于人物的塑造，以

及对于人物的情感表达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在

西方的歌剧表演过程中国，经常利用音乐的方式，对人

物的具体形象以及性格进行塑造。为此，针对一个专门

的人物，往往需要进行单独的人物设计，并且设计出单

独的角色音乐，甚至还需要设计出单独的唱腔。而对于

我国的歌剧而言，在进行人物形象的表达过程中，基本

上都是基于完整的故事，以及伴随着戏剧冲突的出现，

以此形成人物想象。在歌曲的内容方面，十分的充实以

及客观。而对于音乐而言，则往往需要更多的气氛方式，

进行有效的烘托 [4]。

3. 民族风韵上的差异

对于中西方歌剧的表演艺术形式，其不同程度上，

都能够具有着相应的民族性风格，以此形成具有民族气

息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在歌剧的演绎过程中，可以很

好的体现出该地区的民族特色。但是对于中西方的歌剧

表演的过程中，其民族风韵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的民族性有着根本的区

别。在西方的现代歌剧创作的过程中，已经衍生出了诸

多的派别。其中，作为主要的几个派别上，主要是依据

语言的种类，进行相应的创作，进而形成一个的民族特

色体现。同时，在现代的歌剧表演的过程中，还有效的

融合了诸多的现代风格元素，并且也一定程度上，结合

起了西方古典以及现代流行的风格元素。

而对于我国的歌剧而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

能够进行不同风格的派系划分。但是在我国的歌剧派系

的划分上，是基于题材选择上进行的换分。对应着不同

类型的格局表现形式，我国的歌剧往往在内容上，能够

体现出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为此，在歌剧的内容

选择上，具有着较为明显的历史性特征。这样的特征对

于西方歌剧的创作而言，是很难出现的一种风格类型。

为此，这样的特征属性，形成了中西方歌剧的差异性 [5]。

4. 未来发展的差异

对于歌剧来说，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即不同地区

之间艺术发展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社会和人

民实际情况的影响。在中西方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

制度、经济发展程度、人民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戏曲的

审美标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

它们也可以相互影响，共同进步。

四、结束语

总之，歌剧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异的分析，在这个

过程中因为歌剧是基于人们的审美标准和创造性，因此，

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在歌剧

方面，如舞台表演，国籍，未来的发展，与其他许多不

同之处，还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学习，有效

地促进中国戏曲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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