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歌剧欣赏十八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歌剧欣赏十八讲>>

13位ISBN编号：9787303085743

10位ISBN编号：7303085742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沈祺

页数：2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歌剧欣赏十八讲>>

前言

　　以音乐讲座的形式将歌剧这门最复杂的舞台艺术呈现出来，深入浅出而又生动活泼，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歌剧是具有四百余年历史的经典艺术，博大精深，在有限的十八讲里理出最清晰的脉络，追求高格调
、高品位，不媚俗、不随意，做到知识性、权威性、普及性、实用性与亲和性并举，是音乐评论家、
出版家、本套丛书主编刘雪枫先生对我的要求。
　　近十年来，音乐欣赏类的图书汗牛充栋。
然而或直接翻译外文著作而阅读艰涩，或过于学术而阳春白雪，或思维陈旧、充斥过时的结论而不忍
卒读，或一味注重唱片赏析而一叶障目，或疏于从现代人的欣赏角度和知识背景出发而与时代格格不
入。
歌剧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其四百余年的历史错综复杂。
要在这纷纭繁杂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派别流传之中找到内在的脉络和逻辑，要将这四百年的历史
浓缩到十八讲之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得清清楚楚、妙趣横生，同时要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和
欣赏习惯，可以说是前人未有的创举。
本书立足歌剧四百余年的历史，关注今天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时倾力关注这些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在
今天的价值和意义，尝试发前人之所未发。
如果说于丹解读《论语》可谓是在21世纪的今天将孔夫子艰深的学术平民化，那么本书可以试图作为
在21世纪的今天，将“高雅”的歌剧艺术平民化的一个小小尝试。
　　本书以时间发展、艺术风格的演进为经，以歌剧艺术作为综合艺术和别的艺术门类的互相影响关
系为纬，同时以艺术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为纲，立体呈现歌剧艺术四百年的诸多方面，为21世
纪的中国的歌剧欣赏者们提供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和全面的欣赏指南。
让我们随着时间上溯至1607年乃至更早的16世纪晚期，探寻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在宫廷里兴起的这种
新型艺术形式，在蒙特威尔第那里追溯歌剧的源头。
顺流而下，看这条清澈的小溪如何从潺潺细流逐渐发展成为宽阔的江海，如何博采众长，吸引多种多
样的文化共同融入——歌剧艺术的发展史就如同文化的交流史，从这里可以读懂四百年文化的流转和
传承。
　　古乐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羽管键琴演奏大师兰朵夫斯卡曾经说，你们用你们的方法演奏巴赫，
而我用巴赫的方法演奏。
然而巴赫的方法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演奏家重新去复原，不断接近巴赫的精神。
这和我们当今欣赏歌剧的方法是一样的。
年代久远者如意大利和法国巴洛克时期的歌剧，其复兴也仅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长久以来均处在
被遗忘的角落。
不仅声乐演唱方法需要重新构建，舞台表现、乐队伴奏、演出场所的适应等诸多问题也仍然在逐步修
正。
而就算格鲁克、莫扎特等作曲家的作品，现今仍然源源不断有各种新的发现，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
些巨作。
录音技术出现后的一百多年，借助录音我们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百年间的歌剧表演史：剧目的不断扩
大，对历史的认识逐步增强，越来越多过去“冷门”的剧目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同时新的歌剧不断涌现，歌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当今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歌剧并非铁板一块，固定不变。
自其四百多年前在意大利诞生起，就不断变化、不断被新的领土和文化吸收、改进，增添新的活力和
内容。
从最早的意大利歌剧与法国、英国本民族音乐、审美的结合，催生出法国、英国独有的“原创歌剧”
形式，到稍晚时候德国本民族用德语创作的融合了德国戏剧特色的“原创歌剧”形式，再到东欧、俄
罗斯等民族的天才作曲家们开创自己民族的“原创歌剧”，直到美国人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其过程
基本与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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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算在意大利本土，歌剧也一直坚持着原创和进步，从最早略显幼稚的巴洛克歌剧到成熟的贵族娱
乐形式，从拿波里歌剧到美声歌剧的兴起再到蒙特威尔第的横空出世和真实主义风行一时，歌剧在意
大利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进入20世纪，以布索尼、贝里奥、洛伦佐·费列罗等为代表的意大利作曲家也创作了相当多的新作。
　　有的朋友或许开始疑惑，歌剧欣赏是不是需要懂多门外语、精通音乐，方能窥得其中门径？
更有历来不少人对古典音乐、对歌剧的“妖魔化”言论，使得许多朋友望而生畏。
希望本书能帮助从来没有接触过歌剧的朋友打开歌剧之门，提供一个欣赏的借鉴。
也有的朋友开始聆听歌剧，甚至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和咏叹调，那希望这本书能够拓宽他们的视野
，发现更多美妙的作品。
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的表现。
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就是美与善的合一。
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
我们在回顾歌剧四百余年的历史并展望它在21世纪的发展时，不能忘记歌剧的精神源头在古希腊。
　　如果从清乾隆皇帝第一次在紫禁城听到意大利传教士们表演歌剧算起，那么歌剧传入中国，迄今
也有两百多年了。
即便从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的艺术体系建立起来的歌剧院团算起，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也让中国的歌
剧事业步入中年。
在国际艺术交流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我们同步经历着歌剧的最新制作、最顶尖歌手和最佳理念；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历着中国自己的歌剧艰难探索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别的国家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
完成。
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见证着中国的歌剧的兴盛之路。
　　由于本人知识所限，加之写作时间仓促、俗务缠身，本书定有不少不够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还
望读者不吝赐教，共同争鸣。
感谢刘雪枫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和鞭策，这本小书也许将永无面世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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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歌剧欣赏十八讲》由沈祺著，本书以时间发展、艺术风格的演进为经，以歌剧艺术作为综合艺
术与别的艺术门类的互相影响关系为纬，同时以艺术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为纲，立体呈现歌剧艺术
四百年的诸多方面，试图为歌剧欣赏者提供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和全面的欣赏指南。

让我们随着时间上溯至1607年乃至更早的16世纪晚期，探寻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在宫廷里兴起的这种
新型艺术形式，在蒙特威尔第那里追溯歌剧的源头。
顺流而下，看这条清澈的小溪如何从潺潺细流逐渐发展成为宽阔的江海——歌剧艺术的发展史如同文
化的交流史，从这里可以读懂四百年文化的流转和传承。

 《歌剧欣赏十八讲》适合音乐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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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苏姜堰人，北京大学金融系毕业，后赴法国研习音乐管理并于巴黎索邦大学获硕士学位。
《爱乐》专栏作者，译有《首演》一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歌剧欣赏十八讲>>

书籍目录

第一讲  蒙特威尔第和歌剧的起源
  一、为什么歌剧会诞生在意大利
  二、蒙特威尔第之承前启后
  三、早期歌剧和今日的不同
  四、《奥菲欧》
  五、《奥菲欧》之外的意大利17世纪歌剧
第二讲  皇室的辉煌——从吕利到珀赛尔
  一、法国歌剧和英国歌剧的起源
  二、吕利的无上荣耀
  三、吕利身后的法国歌剧
  四、珀赛尔孤单的背影
第三讲  第一个世界主义者——亨德尔
  一、亨德尔的歌剧之路
  二、亨德尔的全盛时期
  三、披着清唱剧外衣的歌剧
第四讲  落日的余晖——18世纪的歌剧
  一、被忽略的大师——拉莫
  二、“红衣主教”的歌剧
  三、拿波里乐派
  四、喜歌剧之争
第五讲  格鲁克、海顿和维也钠
  一、格鲁克的歌剧创新
  二、巴黎的歌剧擂台赛
  三、“海顿爸爸”的歌剧
  四、维也纳的歌剧生活
第六讲  横出世的天才——莫扎特
  一、用德语写歌剧
  二、最深刻的喜歌剧
第七讲  从贝多芬到威伯
  一、德语歌剧的兴起
  二、歌剧音乐与政治
  三、《费德里奥》
  四、贝多芬和歌唱家
  五、威伯和他的时代
第八讲  贝多芬的反面——罗西尼及美声歌剧
  一、为什么美声歌剧能成功
  二、罗西尼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三、多尼采蒂的歌剧
  四、贝利尼的歌剧
第九讲  整体艺术的高峰——瓦格纳
  一、音乐与文学之关系
  二、瓦格纳的青年时代
  三、《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的工匠歌手》
  四、拜罗伊特和《尼伯龙根的指环》
第十讲  意大利巨擘——威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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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威尔第的音乐与政治
  二、威尔第的音乐和戏剧
  三、《奥赛罗》和《法斯塔夫》
第十一讲  十九世纪的法国歌剧
  一、从梅耶贝尔到柏辽兹
  二、从奥芬巴赫到比才
第十二讲  真实主义的高峰——普契尼
  一、莱昂卡瓦罗与马斯卡尼
  二、普契尼的巅峰之作
  三、普契尼在中国
第十三讲  民族乐派歌剧的兴起
  一、斯美塔纳和捷克歌剧
  二、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
  三、波兰和匈牙利的民族歌剧
第十四讲  俄罗斯歌剧
  一、格林卡和沙皇
  二、柴科夫斯基的巅峰之作
  三、强力集团的歌剧
  四、苏维埃的歌剧
第十五讲  从德彪西到斯特拉文斯基
  一、法国歌剧之高峰
  二、《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三、俄罗斯的夜莺
第十六讲  德奥最后的浪漫——理查·施特芳斯
  一、艺术创作的道路
  二、艺术和政治的交集
  三、理查·施特劳斯和文学
  四、《玫瑰骑士》
  五、《莎乐美》
第十七讲  谜惘和追寻——从贝尔格到潘德列茨基
  一、贝尔格和德奥歌剧的创新
  二、英美歌剧在20世纪
  三、法国歌剧及拉丁语系的歌剧
  四、东欧伟大的作曲家
第十八讲  歌剧在中国——从《白毛女》到《秦始皇》
  一、《白毛女》的年代
  二、《西施》的道路
  三、国际化合作的新歌剧
  四、歌剧在中国的未来
歌剧不是“文化产业”(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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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蒙特威尔第之所以被奉为歌剧的鼻祖，在于他承前启后的地位，他既总结了前辈们在“歌唱戏剧
”领域的尝试，又丰富了演唱的技法，增强了戏剧性，为后来人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早在蒙特威尔第之前的1597年，佛罗伦萨的雅各布·佩里就写了一部《达芙尼》（Dafne）。
比佩里更早的埃米利奥·德·卡瓦利耶里（Emilio de' cavalieri）也曾写过所谓田园牧歌剧（Pastoral）
，但规模更小，音乐也没有后来那么完整。
当时佛罗伦萨俨然是世界文艺中心，人文主义者荟萃。
佩里就是给这些精英分子们创作的《达芙尼》。
不过这些早期作品很多已经遗失，除非有音乐史上的重大考古发现，否则我们将永远也见不到它们的
乐谱了。
以佩里为代表的歌剧先驱们心中怀有一个神圣而伟大的目标，就是复兴古希腊的传统。
　　然而如何复兴呢？
古希腊毕竟已经是过去几千年前的事情了，没有人亲眼见过它究竟是什么样子。
故事和剧本由人文主义者们当中的佼佼者选择和执笔，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剩下的
就是作曲家的事情了。
合唱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古希腊戏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合唱团作为角色扮演和旁白，包括每一幕
结束时“总结陈词”的部分。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独唱角色可能难度较高，业余爱好者们难以胜任，那么热爱歌唱的贵族老
爷和人文主义者们也可以“过把瘾”玩票一下——如果他们乐意的话。
独唱部分相对就比较简单，文艺复兴音乐已经大为世俗化，宫廷恋歌、牧歌为歌剧准备了充足的音乐
基础，只需要将这种歌谣式的音乐加以系统化，融入歌剧中便可以了。
所以佩里的歌剧就是这样诞生的，内中有大量戏剧性的独唱，用美妙的歌声来表达感情，伴奏也相对
简单，通常只有一些简单的和弦。
音乐就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从最早的单声调音乐进化到无比复杂的复调音乐，现在又回归到朴素。
文学和音乐在这里是同步的，当时人们对彼得拉克的模仿正和音乐上的这种复古思潮不谋而合。
　　歌剧作为一个舞台上的表演活动，社会意义上的准备工作也在16世纪下半叶完成，只等待天才的
作曲家们将其提升到艺术的高度。
当时的意大利权贵们有许多重要场合需要表演助兴，如婚礼、狂欢节、军事庆典，等等。
今天我们中国时兴“晚会”，有春节晚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等，而四百多年前在意大利也差不多
，也有这样的“晚会”。
然而今天的艺术史上只有歌剧，而仿佛对歌剧诞生前此类“晚会”记载甚少。
此类四百多年前的“晚会”也和今天的晚会有某种相似，借助神话传说的故事和人物，有唱有跳，插
科打诨，主旋律突出而且十分热闹。
早期歌剧诞生之后，也继承了此类“晚会”的社会功能，同时还残留了部分晚会元素，比如热闹的跳
舞场面，但是已经从应景娱乐的性质上升到艺术作品的高度，具有完整的戏剧性。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佩里和卡契尼合写的歌剧《奥菲欧和尤丽迪切》，1600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佛
罗伦萨的公主玛丽结婚，新郎迎亲到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宫廷为庆祝这一盛大时刻，“堂会”就没
有排出一场“晚会”，而是委约佩里和卡契尼创作了这部歌剧。
这个事件堪称标志性，代表着歌剧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取得了某种官方认可。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试验性话剧”走向主流。
　　说了这么多，也该蒙特威尔第登场亮相了。
蒙特威尔第吸取了前人的所有优点和创新，扩大了演出规模，完善并固定了歌剧这一体裁的基本要素
。
正是在蒙特威尔第的手中，歌剧才真正成熟了。
他笔下的《奥菲欧》也因此成为第一部成熟的歌剧，也是最完美、最广为人知的意大利早期歌剧。
首先是题材，蒙特威尔第继承了前人的题材选择，用了神话传说中太阳神阿波罗之子、音乐之神奥菲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歌剧欣赏十八讲>>

欧去地狱感动了冥神和冥后，救回妻子尤丽迪切然而却经受不住妻子的呼唤，回头看了一眼导致妻子
再度逝去的故事。
音乐方面，蒙特威尔第大大发展了宣叙调、咏叹调和合唱等要素，将音乐和文字的关联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
乐队的规模也大大扩展，将近四十件乐器组成的古乐队所营造的伴奏效果可谓空前。
此外舞台技术、布景等方面也有巨大的进步，看上去更“像”是货真价实的歌剧了。
蒙特威尔第被后世尊崇，不仅因为他集前人之大成，还因为他启发了许多后辈，进而发扬光大了歌剧
这门艺术。
他不仅歌剧写得好，还写了大量的牧歌。
他的单声部、多声部牧歌共有九卷之多，传遍了全欧洲，影响了德国的许茨等许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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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十年来，音乐欣赏类的图书汗牛充栋。
然而或直接翻译外文著作而阅读艰涩，或过于学术而阳春白雪，或思维陈旧、充斥过时的结论而不忍
卒读，或一味注重唱片赏析而一叶障目，或疏于从现代人的欣赏角度和知识背景出发而与时代格格不
入。
歌剧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其四百余年的历史错综复杂。
要在这纷纭繁杂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派别流传之中找到内在的脉络和逻辑，要将这四百年的历史
浓缩到十八讲之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得清清楚楚、妙趣横生，同时要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和
欣赏习惯，可以说是前人未有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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