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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

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视》以近代中国歌剧发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为纵线，运用
歌剧本体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以特定歌剧类型的代表性剧目为点，以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其他剧目为
面，以点带面，围绕歌剧文学创作及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戏剧性和音乐性这一根本性命题，对1920年
中国歌剧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歌剧文学形式进行戏剧性、音乐性及审美特
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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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

书籍目录

导论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及其研究 第一节研究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概念界定、范围划分及学术理路 一、
歌剧文学的意涵及歌剧类型的界定 二、研究范围及学术理路 第一章中国歌剧的滥觞：儿童歌舞剧文
学创作的戏剧意识 第一节《麻雀与小孩》与戏剧意识觉醒 一、“曲”转“剧”的文学作用较为显豁 
二、完整性的叙事意识十分清晰 三、简单化的人物关系意识初步形成 四、人物形象的音乐化塑造意
识略有体现 五、美化亲情、颂扬善良的主题意识非常明确 第二节《小小画家》与戏剧性追求 一、歌
舞类动作转化为戏剧性动作 二、对比性关系发展为温和型冲突 三、戏剧性追求拓展了音乐表现空间 
第三节《小利达之死》与戏剧张力形成 一、对抗性的人物关系 二、大幅度的戏剧动作 三、冲突性的
舞台场面 第二章严肃歌剧的开山之作：《王昭君》剧本创作的诗性品格 第一节剧本作者的认定 第二
节歌剧类型的认定 一、莫衷一是的概念陷阱 二、严肃歌剧的类型认定 第三节我国传统戏曲美学及古
典音乐文学的诗性品格 一、剧本的诗性组织 二、剧诗的诗性构造 第四节西方歌剧艺术写实美学及表
现体制的诗性借鉴 一、写实美学的诗性动作 二、严肃歌剧表现体制的运用 第五节东西方音乐戏剧美
学及表现体制在本剧中的诗性融合 一、传统剧诗与西式独白的文体风格融合 二、虚实相生与真实显
现的表演场景融合 第三章“话剧加咀”式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剧本体制 第一节剧本创作中的
话剧营养 一、保持话剧营造情境、加强冲突的特点 二、发挥话剧注重直观、使用语言的功能 第二节
表现形式中的演唱作用 一、四首合唱曲对人物群像塑造的作用 二、一曲“卖报歌”在剧情发展中的
穿插作用 第三节“话剧加唱”与剧本体制 一、剧本体制的本土化意识 二、剧本体制的本体化手段 第
四章广场歌舞剧及其大型化：延安秧歌剧的剧本特点 第一节延安秧歌剧精神原型剧本创作显现 一、
宗教仪式转化为戏剧交流功能的剧本显现及其特点 二、狂欢精神所体现的喜剧风格及教化宗旨 第二
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的剧本特征 一、《兄妹开荒》的“填词”与“选曲” 二、《夫妻识
字》的“一曲”与“多用” 第三节大型秧歌剧剧本创作意义及总体特征 一、大型秧歌剧剧本文学意
义 二、大型秧歌剧剧本文学特征 三、大型秧歌剧剧本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不足 第四节《周子山》戏剧
文学创作现象透视 一、“集体创作”中的“话剧思维” 二、“现实要求”下的“原型改编” 第五章
正歌剧的完形：《秋子》文学创作的经验及启示 第一节作曲家在剧本创作中的中心地位 第二节歌剧
体裁的选择与探索 第三节以音乐为主导的剧本观念 第四节剧本结构的音乐特征及组织手段 一、情节
段落由器乐曲划分 二、以人物及人物关系配置演唱声部 三、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平衡与一致 第五
节《秋子》剧诗的语言技巧 一、以心寄物、立象衍情 二、入俗脱俗、引喻入曲 第六章民族歌剧的里
程碑：《白毛女》的剧本文学成就 第一节素材的考量与题材的选择 第二节情节的编织与主题的贯穿 
一、围绕人物命运，编织具有音乐意义的戏剧事件 二、奠定戏剧冲突、贯穿戏剧行动、决定剧本结构
的戏剧主题 第三节形象的塑造和场面的设定 一、人物形象的戏剧性阐释 二、人物形象的音乐性话语 
三、《白毛女》剧本中的场面设计 第四节《白毛女》剧诗分析 一、“心深口浅”的文学品格 二、“
肖其声口”的音乐韵律 三、“以浑成为变化”的戏剧宗旨 结语近代中国歌剧文学的历史总结及总体
特征 一、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发展的历史总结 二、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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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麻雀与小孩》与戏剧意识觉醒 觉醒一般是指生命体征从无知到有知的变
化状态，追求是生命主体在确定了一个目标之后主动向其迈进和努力的过程。如果将我们的研究对象
作为一个生命体并将其生成和发展的体态变化过程置入历史审视的视野和范围，意识的觉醒是首要价
值，是研究的起点。所谓歌剧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戏剧意识的觉醒和追求，是指作为歌剧艺术本体的戏
剧元素自发形成和自觉表现的过程及状态。它既可以反映剧作家本人创作过程中的戏剧性意识，也可
以指剧作家的作品中所体现和渗透的戏剧性特征。就这个意义而言，黎锦晖从“唱歌一表情唱歌一儿
童歌舞剧”[1]这样一个创作过程，实际就是在音乐这个载体上开始萌发戏剧意识并逐步在具体的作品
中渗透戏剧意蕴，直至最终走向戏剧性的过程。 与其创作的儿童歌舞表演相比，黎锦晖第一部儿童歌
舞剧《麻雀与小孩》最初试演时虽然包含许多表情唱歌成分，但创作特性及其性质有根本的不同。它
不仅因为戏剧意识的觉醒历史性地由音乐的土壤向戏剧空间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成为黎锦晖创作儿童
歌舞剧的衡量标准及追求目标，对这部作品本身的完善以及其他作品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麻雀与小孩》说的是一个少年抓了一只小麻雀又将其放回的故事。尽管情节异常简单，角色也只有
三人，但它所渗透的戏剧性、蕴含的戏剧意识及其表现方式，至今仍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所释放的戏剧
表达信号是那样的清晰。这一初始意识的觉醒和萌发不仅驱使了《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神
仙妹妹》、《小羊救母》等作品具有了自觉的戏剧性表现，而且为后来的戏剧性追求奠定了一个时代
的起点。 一、“曲”转“剧”的文学作用较为显豁 在儿童歌舞剧之前以及同时期，黎锦晖创作了大
量的儿童歌舞表演，理论界将此称为儿童歌舞曲。从儿童歌舞曲到儿童歌舞剧，黎锦晖对中国歌剧艺
术表现形式的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实践过程，总体上看，其脉络是由“歌”到“剧”的转变。我
之所以不使用“嬗变”、“演进”而使用“转变”，是因为“转变”这一词汇中的主体性较为突出。
因为黎锦晖的抒情歌曲、儿童歌舞表演曲与儿童歌舞剧的创作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同步进行的，他在
促使这三种艺术形式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一格的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渗透，互相取长补短，有意将
“唱”的“歌”向“演”的“歌舞”，再向表演空间更大的“歌舞剧”方向转变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和音乐一样，文学，不仅是这三种形式之间的媒介，而且成为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
的催化剂，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所谓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实际上就是一种由儿童表演唱形式的叙事
歌，这和他先后创作的《总理纪念歌》、《毛毛雨》等成人歌曲在体裁和风格上有很大的区别。作为
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的语文教员，正是因为发现儿童歌舞表演唱
能够使他要推广的“白话唱词”得到流传的优势，才身兼剧作家和作曲家，根据表演内容的需要，通
过设置相应的人物、情节、动作甚至是极为简单的场景，在舞台表演中达到叙事效果。为了实现这一
转变，必然先从文学创作入手，那么对唱词表现形式和结构进行组织，从舞台表现功能的需要进行开
掘便首当其冲。 从广义的文学意义上说，所有唱词，包括歌曲的词与戏剧唱词基本上都是“代言”，
因为这些入歌、入戏的文学化语言不可能完全是词作家或剧作家自己心情的抒发。而从狭义的文学，
及具体艺术形式的文学表现方式看，歌曲唱词和戏剧唱词在表现方式上最根本的区别是：歌曲唱词为
“自言体”，戏剧唱词为“代言体”，即歌词主要是词作家的自我表达，而戏剧唱词是剧作家代剧中
人物进行表达，即李渔所说的“代此一人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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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

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视》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歌剧文学作品置
人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中，进行整体的考察，勾勒出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形成及发展的历史脉
络，从创作成就及历史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和整体评价，确定其在近代中国歌剧文学领域中的
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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