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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原有历史悠久、高度发展、种类繁多的戏曲，而没有话剧、，也没有歌剧。
20世纪初，经一些留学归国的音乐家在著述中介绍，国人才知道西方有和交响音乐一样重要的歌剧艺
术。
据江定仙教授回忆，他在上海学音乐时于30年代早期，有幸看过一个叫圣卡洛的外国歌剧团来华演出
的《茶花女》、《阿依达》、《浮士德》、《卡门》、《绣花女》、《蝴蝶夫人》等歌剧，这应是国
内最早见到的歌剧演出。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因局势动荡，外国歌剧团中断了来华演出，国内在很长的时期中看不到歌剧演出
了。
因对歌剧这种未曾见过的高级综合性艺术品种心向往之，一些有志有识之士，怀着极高的热情，按照
自己的设想，创造性地运用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遗产，创作了表现真实生活的音乐戏剧品种&ldquo;新
歌剧&rdquo;。
此为我国音乐家、戏剧家早期的歌剧创作实践。
他们几十年中先后创作演出了许多新歌剧作品，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
其中的优秀作品成功地用音乐塑造了剧中人物的动人形象，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但由于创作的视野不够开阔以及受写作能力的限制，不少作品长期在同一艺术水平线上徘徊，难以有
所突破。
为提高我国歌剧音乐创作的水平，音乐院校作曲系应设置培养学生创作歌剧音乐的课程。
其中包括对高度发展的西方歌剧系统作深入的研究，从作曲专业的角度对西方歌剧的典范作品作具体
细致的分析，以开阔学生的歌剧视野，并培养学生驾驭歌剧音乐创作的能力。
而我国作曲系教学对西方歌剧的研究时有时无，缺少规范，实为一种缺陷。
张筠青教授这部《歌剧音乐分析》教程，从纵的方面概括地展示了歌剧音乐的发展，从横的方面分析
了西方歌剧几种典型创作类型的经典作品；概括地讲解了歌剧音乐各&ldquo;构成部分&rdquo;的写法
及其展开剧情与塑造人物音乐形象方面的不同功能；在重点作品分析中，先提示戏剧要表现的内容，
又具体而细致地分析如何用音乐表现了戏剧内容；对参考剧目只作提示性的解说，留待学生自己进一
步分析；提供系统的歌剧剧目，供学生对歌剧音乐作更深入的研究和参考。
通过对这个教程的学习，学生在进行歌剧创作时，手上就有了多种写作技法可供参考；在经典作品高
质量艺术水平的影响下，亦会追求高素质的艺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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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歌剧音乐分析》其编写从音乐分析、音乐创作的角度出发，介绍了歌剧音乐的构成、歌剧中的
宣叙性段落、歌剧音乐形象的刻画、歌剧的发展趋势等，系统地阐释了歌剧音乐中特有的规律性问题
。
纵向概括歌剧音乐的发展历史，横向分析西方歌剧中的经典作品。
并且对经典歌剧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使学生对歌剧音乐有了深入的了解，为学生创作歌剧提供
了可参考依据。
《歌剧音乐分析》除适用于高等师范音乐院系作曲、音乐学、指挥专业师生使用外，也可作为音乐爱
好者的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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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要角色鲍里斯是一位杀死王子篡夺王位、心情内疚忧郁寡欢、又想治理好国家得到家庭温暖的
一位皇帝。
穆索尔斯基是用&ldquo;独白&rdquo;（一种宣叙性段落。
其作用同咏叹调）的方式来刻画他的音乐形象。
因为&ldquo;独自&rdquo;这种散文式的唱词与音乐的写法，更能把其复杂的内心活动自如地说深说透
。
并与歌剧中其他的主要角色如自称为王者、玛丽娜等人的音乐形象形成对比。
还有像苏联作曲家莫尔卡诺夫的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主要角色之一的瓦斯科夫准尉。
几乎他所有的唱段全部是宣叙性的，即使是向房东玛丽亚述说其身世与对生活的看法时，也仍用的是
宣叙性段落。
刻画出了一位经过生活磨炼的、富有经验的、年岁较大的、沉着的军官形象。
与其率领的女战士的音乐形象形成较突出的对比。
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的歌剧《夕鹤》中的角色&ldquo;志姿&rdquo;与&ldquo;运和&rdquo;的唱段也大部
分是宣叙性段落。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用宣叙性段落刻画一个角色的音乐形象已是常有之事，而在20世纪的歌剧中更为普遍。
二、在连续式歌剧中，全剧的音乐绝大部分都是宣叙性段落。
虽有的段落宣叙性强些，有的弱些，但均是宣叙性的，如瓦格纳的乐剧。
其作用在于使全剧的戏剧与音乐都在不间断的进行，增强了其戏剧性与全剧音乐的连续性。
有意思的一点是：这种类型的歌剧有时也有插部性段落，而其插部性段落一般的确是歌唱性的或是歌
唱性较强的段落。
在音乐个性上比较突出，与全剧音乐贯穿的主题或主导动机也有一定的对比性。
如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一幕中库文纳与合唱演唱的歌颂特里斯坦英勇杀敌的唱段
。
三、通俗歌剧中也有宣叙性段落。
这里主要谈一下通俗歌剧中具有特点的&ldquo;宣叙性歌曲&rdquo;与&ldquo;节奏性宣叙调&rdquo;。
宣叙性歌曲：既是歌曲，又带有宣叙性。
其中的宣叙性有时是全部、有时是一部分。
它有一般歌曲具有的旋律、对称的节奏、必要的曲式结构等等。
但其主要旋律常是在器乐部分，而声乐部分则是在歌曲旋律、节奏的基础上，根据歌词与语气的需要
而自由发挥，像&ldquo;说&rdquo;、又像是在&ldquo;唱&rdquo;。
它在通俗歌剧的一系列不同个性的歌曲中，有时是起到宣叙性段落的作用，有时也以此来刻画某个角
色的音乐形象。
使得全剧的音乐张弛分明，音乐结构相对具有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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