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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歌剧情缘四十年读书时学过的词句中，有二语记得格外清楚，一曰吾生也晚，一曰光阴荏苒。
现在想说的是，生得再晚，我今年也四十有八了。
不错，本命年。
在这个年份里，按自己的意愿编一本集子，我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歌剧。
与歌剧结缘四十年，这个概念用在我身上，自掂不算过分，但也或显蹊跷。
我不是学歌剧的，甚至不是学音乐的，自工作以来，落过脚的单位不下七八，而今竟在堂堂中央歌剧
院谋职有年，院外所做，也含有做歌剧的内容，看来这情缘还未到尽头。
四十年前该是八岁吧，可我第一次坐在剧场里看歌剧《江姐》时还不到七岁。
《江姐》是我的歌剧艺术启蒙，也注定了我日后的歌剧观念(如果有的话)不会偏洋。
二十年前，我为《歌剧》杂志(那时叫《歌剧艺术研究》)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说到了这件往事。
那还是没有电视的年代，收音机反复播放的《江姐》主要唱段很容易灌入我等小孩子的脑海。
文革初期那段无书可读的饥渴、寂寞时光中，家中藏书基本被抄光的岁月里，我聊以解渴的几本书里
，有一本就是简谱版的《江姐》。
爸爸是教师，教书，读书，爱书，惜书，惜到爱包书皮儿。
家里那本《江姐》肯定也是爸爸包的书皮儿，铜版纸的书皮儿在反复的摩挲中渐渐褪去光泽。
我一捧起这本书就会自己哼唱它几十页，我喜欢江姐的唱段，也喜欢沈养斋的唱段，但他那段“我也
有妻室儿女父母家庭”，我始终不如爸爸唱得好。
唱得最好的是当初首演这个角色的黄寿康，韵味十足，拿捏准确，难得有他人学到乱真的地步。
记得最深的是一次下雨，我在自家小院内的雨搭下，坐在小板凳上捧书自唱自鸣得意，有两三雨滴溅
到书上，令我好不心疼。
后来开禁，可看的书多了，这本书却找不到了。
当它再版时，我又买了本新的。
内容没变，开本变了，我觉得生疏了，唯一没生疏的是剧中的旋律。
1978年初进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的那几年，演出没少看，也像追星族。
在人民剧场看歌剧《伤逝》，回学校途中脑子里还回旋着“紫藤花”的旋律，还在为涓生和子君的孰
是孰非与同学争论。
第一次去天桥剧场看《茶花女》，我们那个八十人的大班，竟一下出动了三分之一。
暑假在北戴河，沙滩上野餐消夜，海风伴众人齐唱《饮酒歌》，好不惬意。
又一次去看《茶花女》，是因为来了个名叫考德威尔的美国女指挥。
演出前在剧场二楼听郑小瑛老师的讲座，被她的风度和简洁概括的讲述感染，事后追着她冒昧地请她
来学校给我们开讲座。
她一口答应，来给我们讲了经典的《茶花女》。
她边讲边唱，折服听众一片，同学们都嚷着过瘾，要我请她再来。
我又去请，她说“大家对上次的讲法有何意见与要求，请告诉我”。
随后，她又来学校讲了刚刚在中国首演的《卡门》。
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1984)，我在《文艺研究》做助理编辑，第五年(1986)在《人民音乐》做特约编辑
。
出于对歌剧的偏爱，我提出选题，四处组稿，最后在《文艺研究》上编发了两篇文章，都在一定范围
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尤其是居其宏的《(白毛女)传统与当前歌剧创作》一文，我以为在当时是有见地、有突破、有分量的
文章。
编辑之余，我开始染指评论，评介陈远林的歌剧《牛郎织女》是我写的第一篇歌剧评论，发在《人民
音乐》。
没说出什么观点，那时也说不上有什么观点，要不是主编李西安老师另眼相待，大概都发不出来，现
在我都不敢再看那篇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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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起在《中国文化报》当记者，中央歌剧院成了我的一个主要采访点儿。
那几年我目睹了歌剧院的大小诸多人物和事件，看台湾来的曾道雄指挥与导演兼顾，看莫斯科来的安
西莫夫指导宋学伟开窍，看《马可·波罗》获奖，看么红从第一次登台唱“罗西娜”到马赛得奖归来
，看《蝴蝶夫人》中林金元与黄越峰的不同，看瘦瘦的余隆指挥音乐会歌剧《茶花女》，还随《卡门
》剧组赴津、随小队进山慰问武警水电部队。
当然，所见不止一家剧院、三五台戏，所感更是多多，所以才有了一些素材的积累，才在1989年秋写
出《歌剧在中国的命运》。
1990年秋，全国歌剧观摩演出召唤，我有湖南株洲之行。
看了十几台戏，颇像是记者团领队和召集人似地张罗了四五台戏的座谈。
归来后写了《歌剧1990》。
1996年我和郭文景、郑天玮、余隆酝酿歌剧《上海犹太人》，幻想让斯皮尔博格来导演，惜未得逞。
二十年来一直未中断给《歌剧》杂志写稿。
几乎年年有数次上海之行，其中每年至少有一二次是为歌剧、音乐剧而去。
或观剧，或研讨，或会歌剧之师之友。
2001年参与民营操作，担任了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的制作人，持续演出三十余场。
2002年担任了浙江嘉兴出品的音乐剧《五姑娘》的统筹。
2006年担任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杜十娘》的策划和剧目创作统筹。
有几个歌剧题材一直在心中盘旋，其中最放不下的是萧红和弘一法师。
写了两个本子，尚不成熟。
在歌剧这个领域里，想干、能干的事还有不少，但有一条，那就是不能急，急不得，急不出歌剧，从
容的心态最必要。
倏尔回首二十年，自己写下的歌剧、音乐剧方面的文字已有一摞，或还有些许篇章可读。
故从中选出十余万字，作为我的一份歌剧答卷，呈交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审定。
敬请歌剧友人指正。
2006年7月小暑溽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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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力是中央歌剧院创作策划中心主任。
乐评人，歌剧、音乐剧制作人。
他曾在文化类报刊工作10年，在北京音乐厅、北京剧院工作数年。
参与策划、统筹、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各类型演出。
　　本书是他对二十年来中国歌剧和音乐剧发展进程的目击和亲历记录，包括报道、评论、人物介绍
和创作表演体会。
　　本书内容详实，一手资料，重在客观评介，强调切身感受，不在理论上钻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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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力，中央歌剧院创作策划中心主任。
乐评人，歌剧、音乐剧制作人。
 曾在文化类报刊工作10年，在北京音乐厅、北京剧院工作数年。
参与策划、统筹、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各类型演出。
 本书是对二十年来中国歌剧和音乐剧发展进程的目击和亲历记录，包括报道、评论、人物介绍和创作
表演体会。
 内容详实，一手资料，重在客观评介，强调切身感受，不在理论上钻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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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光辉精神的丰碑——观哈尔滨歌剧院新作《八女投江》　　　22年后的歌剧回首　　　
比较中的享受——观歌剧《雷雨》　　　歌剧《杜十娘》：刚刚迈出第一步　　　走向多元——兼谈
几部歌剧的观后感受　　　《图兰朵》剑出偏锋在上海　　音乐剧观　“西区”东渐说走向　　　音
乐剧圆梦在市场——从《音乐之声》到《四毛英雄传》的启示　　　是杰作还是制作？
是美女还是野兽？
——音乐剧《美女与野兽》观感　　　圈点99音乐剧　　　是精灵，不是幽灵——美国音乐剧名曲合
唱音乐会观感　　　何以解忧，唯忌疯狂——粗读《音乐剧，我为你疯狂》随感　　　提不起，放不
下　　　中国原创音乐剧，发展才是硬道理　　　《巴黎圣母院》辨识　　　音乐剧的“日出”？
　　　音乐剧≠闹猫　　　音乐剧年末大对阵　　　《卡萨布兰卡》离谁更近？
　　　嘉兴诞生《五姑娘》　　　音乐剧缤纷05　　人物印象　走向完美——我印象中的周小燕　　
　想起光南唱起歌　　　万山红三题　　　听松赏松话魏松　　　大道无痕　　　布衣商易　　　从
守卫到拓展——我认识的陈蔚　　　羊城又听崔峥嵘　　　信洪海：这个魔鬼编导　　　石夫的歌剧
故事　　　复载重任　　　博客郑小瑛　　　指挥歌剧的小姑娘　　　游走于歌剧之间　　　走过“
康桥”的年轻人　　　结识曾道雄　　　安西莫夫这老头　　　歌剧战士游吟诗人　　　倔老头戴鹏
海　　　作曲将军伉俪搭档——王祖皆、张卓娅小记　　咏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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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歌剧在中国的命运不妨搞一个民意测验，试题大致是这样的：什么是歌剧？
你看过几部歌剧？
如果你有欣赏歌剧的雅兴，你喜爱的是中国歌剧还是外国歌剧？
你认为中国最了不起的歌剧人物：包括演员、导演、作曲、指挥是哪些人？
我想，若是就京剧提出这些问题，人们或许能多答上一些，或许也未必。
当然，那里面不会有“外国京剧”的问题。
但对中国喜欢文艺的大众层来说，歌剧这份试卷，是不是类似于高考中偶尔出现的偏题怪题，而让人
难以做答呢？
不妨试试。
甚至不妨将愿意回答这份民意测验试题的朋友们凑在一起，那无疑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歌剧爱好者协会
。
但在中国，似乎更迫在眉睫的是需要一个歌剧的基金会。
让我们暂且撇开这些枯燥的话题，先来看一看。
这个若同歌剧演出季的秋天1989年9月24日，星期天，北京建国饭店。
一楼大厅被称为大堂酒廊的地方，有一支29人的单管乐队正在演奏，酒廊里的三十来张小圆桌周围游
客满座，那些外国客人们喝着饮料，目光几乎都注视着位于尽东头的乐队。
秋天里和煦的阳光透过门窗，惬意地铺洒在乐队演奏员黑色的西服上。
随着指挥手中那根细细的指挥棒的上下挥动，一曲古典音乐的旋律或是一段歌剧主题，从琴弦上流泻
，从琴键上跃起，从木管和铜管中奔突，汇成奇妙的和弦。
一曲奏毕，掌声四起，戴一副宽边眼镜的青年指挥转身向听众致意。
这时，低头溜一眼摆在每张小圆桌上的“星期日音乐招待会”节目单，会看到乐队和它的指挥的名字
：中央歌剧院；高伟春。
三年来，除偶有出国演出任务之外，高伟春指挥的这支乐队每星期日上午准时出现在建国饭店。
即使剧院里中断了正常的排练，他们也要在每星期六专门排练一次。
一家外国报纸声称：到中国去，若想听古典音乐，最好在星期天去建国饭店，那儿有一支很好的乐队
。
与此同时，一项规模盛大的艺术活动正在进行，这就是第二届中国艺术节。
此间，有四部歌剧在艺术节主会场北京上演，《蝴蝶夫人》、《卡门》和《托斯卡》这三部都是世界
经典歌剧，还有一部是来自甘肃的民族歌剧《咫尺天涯》。
当人们坐在天桥剧场，被咏叹调《晴朗的一天》所打动，被回旋在剧场空间的普契尼催人泪下的音乐
所折服之际，大概并未太在意于乐池里正在挥动银棒统帅全剧的那位指挥，可能也未必知道，这部戏
在中国已上演了三十余年。
三十余年里，《蝴蝶夫人》曾分别由中央歌剧院和上海歌剧院在京、沪两地演出。
1988年夏，中央歌剧院携带这部戏和《卡门》，参加了芬兰萨沃林纳歌剧节。
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指挥《蝴蝶夫人》演出的就是9月24日上午出现在建国饭店的高伟春。
我接连看了两场演出，在感到莫大的艺术享受之余，不能不提到两点小小的遗憾。
其一，当剧场灯光关闭，演出即将开始，乐池里的乐队队员用弓子敲击琴弦欢迎指挥家到位之后，高
伟春探身向观众致意。
这时，应从乐池上方的剧场顶端射来一束追光，偏偏没有出现，观众们探头探脑，却无法看清指挥者
的容貌，歌剧的序曲在一片黑压压、闹哄哄的气氛中开始奏起。
若不是几分钟后大幕拉开。
舞台上的日本风光吸引了观众，真不知剧场里何时方能安静下来。
那黑暗中的一束灯光，该是对指挥的尊重和肯定。
开演后许久，我还为此而暗感不平。
其二，几年以前，中央歌剧院演出外国歌剧，总有一个引人注意并受人欢迎的举动，这就是每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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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指挥家郑小瑛在剧场休息厅主持的“20分钟歌剧讲座”。
短短20分钟被郑小瑛利用得恰到好处，她一边讲解上演剧目的背景、主要旋律，一边放几段录音，最
后，还要讲到歌剧序曲的重要性，并委婉地提醒周围听她讲解的观众：当序曲开始后，一定不要喧哗
。
我曾亲眼目睹，对于歌剧文化修养并不扎实的北京观众来说，这样急就章式的讲座确有一定作用。
当郑小瑛在一束追光的直射下出现在乐池中央的指挥台上时，剧场里往往仍未安静，这时，她就半侧
过身来，抬起左手，向观众示意。
一些刚刚听过讲座的观众也向附近仍在聊天的人发出嘘声，气氛一旦平静，郑小瑛执棒的右手立即挥
出了开始的手势。
眼下，“20分钟歌剧讲座”已经消失了，天桥剧场二楼休息厅那曾经围满听众的地方，如今已隔上挡
板，标出“外宾休息室”的字样。
《蝴蝶夫人》的序曲是伴着嘈杂的人声奏完的，此时仍有迟到的观众匆匆赶进剧场。
聊天和迟到的人们大概都未意识到，一段揭示戏剧主题的音乐刚刚从眼前和耳边滑过。
仅举出在北京演出的四部歌剧，大约还不会让人产生“歌剧演出季”的联想。
几天之后，在中国艺术节华东分会场南京，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创作中期代表作《弄臣》，在问
世138年之后，被首次推上中国舞台，演出单位是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歌剧中心和江苏省歌舞剧院。
《弄臣》在南京首演两天之后，便是上海文化艺术节中两部中国作品演出的日子，这两部戏分别是《
仰天长啸》和音乐剧《请与我同行》。
尔后，《弄臣》一戏将赴沪公演。
此外，一部歌剧新作《从前有座山》正在湖南上演，刚刚结束的山东艺术节上也推出了一部音乐剧新
作。
如果说这些剧目的上演还没有完全构成“歌剧演出季”的话，可以再补充的一项内容是：一个关于音
乐剧的研讨会定于一个月后在湖南郴州召开。
当然，一个月后已不再是秋天，那个音乐剧研讨会也许未能如期举行，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中国的
歌剧艺术工作者不仅创造了这个若同歌剧演出季的秋天，他们还在为歌剧艺术的又一个春天而奋斗！
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个辉煌的秋天只是旋转的中国歌剧舞台上有限的一小部分，我们稍稍调整一下视
角，就会陆续发现，还有许多更辉煌或是更悲凉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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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咏叹集》得以出版，必须要感谢几位前辈、领导和友人。
我在本书的自序中提到，这本杂集的书稿得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的审定，及他向上海音乐学
院出版社执著的推荐。
此外，他还代我向学界老前辈王元化先生求了一幅书法。
我得寸进尺，又向戴先生提出作序的请求。
他说如果写序，可借居其宏评价我的那句话“点到为止”作题目。
我心下暗喜，以为这将是戴先生的文字中唯一的一次破例：近二十年来，他的文章几乎很少论及或涉
及到比他年轻的人。
半年过去了，戴先生的序终未完成，只留下四五页稿纸的草稿。
我在戴先生的寓所读过这篇草稿，似乎只在文章的开头说到我，笔锋很快就转到与过去的《歌剧》杂
志相关的一些人和事。
我从中发现。
这个自称已经淡出歌剧界多年的老人，一旦提到歌剧，其实还有很多话、很多感慨，那是他无法“点
到为止”也难以敷衍成文的咏叹！
对这份咏叹，我能心领神会吗？
要感谢的第二位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教授。
他的态度，或者说是指示，直接促成了这本书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顺利出版。
还要感谢文化部副部长、词作家陈晓光先生。
我1996年离开北京音乐厅，到中央歌剧院工作，其后因某些原因留职停薪，去做其他的事情。
2002年的一天，在天桥剧场看歌剧，休息时，到门外抽烟，与晓光巧遇。
他感叹地说该多花点工夫搞原创作品，我说这几年我做的事就是搞原创。
他说你该到歌剧院去工作，我说我的关系还在歌剧院。
他说他跟刘锡津(中央歌剧院院长)打招呼，让我尽快回剧院工作。
非典过后我即上班，四年来抓了《杜十娘》和《霸王别姬》两部歌剧的创作。
身为副部长，晓光工作繁忙，我通过他的秘书去求他为《咏叹集》题写书名，他却连“磕”都没打，
第二天就写好了横竖两幅。
最后要感谢我的同事费斌，他的几幅摄影作品为拙作增色不少，只是没有一一署名。
近几年我的乐评文章(包括歌剧评论)越写越少了。
主要原因是：戏没少看，仍想咏叹，但在剧院工作几年后，深感搞歌剧太难，作为评论者，说三道四
其实相对容易，却未必能真正体会到创作和生产者的苦衷。
咏叹不如实干，没有剧目等于清谈。
沉下来、沉进去这几年，虽有烦恼，更多欣慰。
2007年10月《霸王别姬》的北京首演，对我来说该是这一年最大的欣慰和收获。
《霸王别姬》说来话长。
1994年4月，萧白(上海作曲家兼指挥家，不是写流行音乐的萧白)、王健(与谷建芬合作多年的女词人
，不是拉大提琴的王健)创作的歌剧《鬼雄》由中央歌剧院以音乐会的形式在北京首演。
我在演出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结识二位，写了报道，发在上海的《文汇报》。
演出反响很好，当时的某位文化部副部长看过演出即表示，要把这个作品列入文化部的重点剧目来抓
。
表态之后，创作经费拨不下来，就没了下文。
1998年，萧白鼓动他所在的上海歌剧院又演了一次音乐会，反响也很好。
文化局要为《鬼雄》发新创作奖，萧白不接，他说这是歌剧，只开音乐会不算完成，不把它立在舞台
上，我没有理由接受什么奖。
二位又做修订，并易名为《霸王别姬》。
改好了，也就无声息了，这一放，就是13年12006年秋，我的同事、青年指挥王燕告诉我：萧白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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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有个旅美华人出资，准备到美国演出。
我一听就有反应，王燕年轻，当然不知道十几年前的事，所以不理解我对这个戏为何这么感兴趣。
经王燕联系，我和萧白见了面，表示了希望在中央歌剧院做这个戏的愿望。
萧白说，他做不了主，在哪个剧院做，要听投资人的意见。
11月，《杜十娘》赴沪演出，我代表剧院邀请萧白夫妇和投资人来看戏。
投资人没来，事情也没有往下谈。
2007年春节后，王燕告我，她给萧白电话拜年时，萧白说已选定中国歌剧舞剧院作为合作伙伴，还邀
她去指挥。
我一听，估计这事与中央歌剧院、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
未料，3月25日，萧白和投资人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听过角色演员试唱之后，即欲与中央歌剧院联系。
因刘锡津院长当时正率队在新疆下乡慰问演出，26日，我应约去和萧白见面，也第一次见到投资人：
中美文化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席郭立明女士。
去的路上，我已估计到必是要谈《霸王别姬》，而且事情可能有变化。
我心里细细捋了一下剧院的日程：6月到12月，计划要演出的剧目有《仲夏夜之梦》、《蝴蝶夫人》、
《奥赛罗》、《杜十娘》、《茶花女》，只在9-10月间有一个月左右的间隙。
难道这时间就是留给《霸王别姬》的吗？
那天一见面，萧白就强调是朋友间的会面，探讨一下如果在中央歌剧院做这个戏，有没有可能。
我首先表示了剧院及我个人的诚意，介绍了剧院从6月到次年1月的日程。
在日程这个环节上，双方经过协商，各有退让，初步决定合作。
中午，与院长通话，扼要汇报。
郭女士也和院长说了几句。
28日上午，剧院的院长办公会听了我的汇报后，一致同意开始运作此事。
中午，院长及我和萧白见面。
5月3日，合作协议书在深圳签约。
紧张的工作随即铺开：6月9日，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角色演员；7月下旬开始音乐作业；8月16日完成
全剧录音；9月5日开始排戏；10月12、13日北京首演。
其间，院长刘锡津、特邀灯光设计师邢辛和我一行三人，于9月5日-16日赴美国，与郭立明女士率领的
精干的操作班子一起，考察了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休斯敦、达拉斯六个城市的相关剧场
和音乐厅，定下了2008年初的演出日程。
迄今为止，中国歌剧在美国的演出记录是：《原野》，华盛顿肯尼迪中心11场；《秦始皇》，纽约大
都会歌剧院10场；《夜宴》，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场次不详；《李白》，科罗拉多中央城歌剧院5场
。
与这些戏完全不同的是，《霸王别姬》将第一次以完整的中国阵容在美国的舞台上亮相，并在六个城
市巡演！
《霸王别姬》北京演出后，中国歌剧研究会新任主席王祖皆、副主席金曼即邀我参加预计于2008年春
季举办的“歌剧论坛”的筹备工作，剧院也开始了《杜十娘》的复排工作。
里里外外，似乎忙的都是歌剧，都是为了中国歌剧的发展。
这么讲，不夸张吗？
我自问，在咏叹之后。
2008年10月18日于京城望京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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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咏叹集》是作者对二十年来中国歌剧和音乐剧发展进程的目击和亲历记录，为您讲述了歌剧命运、
剧场感受、音乐剧观和人物印象。
什么是歌剧？
你看过几部歌剧？
如果你有欣赏歌剧的雅兴，你喜爱的是中国歌剧还是外国歌剧？
你认为中国最了不起的歌剧人物：包括演员、导演、作曲、指挥：是哪些人？
对中国喜欢文艺的大众层来说，歌剧这份试卷，是不是类似于高考中偶尔出现的偏题怪题，而让人难
以做答呢？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暂且撇开这些枯燥的话题，先来看一看《咏叹集》的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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