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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乐戏剧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
很多文化是用这一形式表达的。
现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相互有别的音乐戏剧，即西方戏剧和东方戏剧。
长久以来，它们彼此独立，互不相容。
而今，在全球文化变革并相互交流和吸收的时代，它们必须面对面，从文化对立转为彼此渗透和丰富
。
在艺术实践中，这一过程早于20世纪中期便已开始。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著名创新派导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东方戏剧的兴趣，他力图掌握著名京剧大
师梅兰芳的艺术，并将其移植到本国饱含西方艺术成就的土壤上。
然而，艺术理论的研究，目前却远远落后于艺术实践。
19世纪，俄国经典歌剧已显示出其独特优秀的艺术风格。
正是创立这一风格的格林，开辟了民族歌剧的历史。
俄国作曲家的许多作品成为世界歌剧艺术中的瑰宝，至今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上。
毫不逊色的是中国戏剧对世界艺术的贡献。
直到20世纪前，中国戏剧始终被划为地方剧种。
在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努力下。
中国音乐戏剧得以展现于世界并为整个世界所理解，从而使京剧步入了世界戏剧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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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罗斯歌剧与中国京剧比较研究》对代表中国音乐戏剧形式之一的京剧及俄罗斯经典歌剧进行
对比分析。
深入推敲中俄两国音乐戏剧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以京剧和俄罗斯歌剧作为范例，比较分析其
表现手段及艺术特色。
深入研究具有独特艺术形式的京剧和俄罗斯经典歌剧形成的历史道路；揭示国际社会认可的中俄两国
音乐戏剧艺未成就中最富价值的舞台表演艺术特征；分析梅兰芳的京剧代表作《穆桂英挂帅》及格林
卡所创作的俄罗新经典歌剧《为沙皇而生》，探究两国音乐戏剧学派异盐同工的艺术特色；对比中俄
两国源于各自依存的文化背景及基于独特民族精神所形成的音乐戏剧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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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琼，1972年生于湖南，艺术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声乐表演系副教授。
博士研究领域为：声乐表演及教学。
200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被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选派至。
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音乐系留学，2003年-2008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赫尔岑）国立师范大
学音乐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分别攻读音乐教育硕士、艺术博士的课程，2008年3月获俄罗斯艺术博士
学位归国，留学五年间一直从事俄罗斯的古典歌剧与中国传统戏曲在舞台演唱表演上的比较研究。
作者曾多次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举办个人及教学音乐会。
2001年在文化部举办的“爱我中华”歌手大奖赛中获得天津赛区美声专业组第一名；2001年在天津市
首届女歌手大奖赛中获得第一名；2001年10月被授予天津市首届十佳青年“群艺之星”称号；2002年
在意大利举行的“Ibla国际音乐大奖赛”中荣获“杰出音乐家奖”；2004年7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友谊
宫音乐厅成功举办了独唱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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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第三节 20世纪的京剧第二章 俄罗斯舞台声乐艺术形成及发展的特征第一节 古俄罗斯音乐戏剧
形成的源头第二节 17～18世纪的音乐戏剧第三节 俄国经典歌剧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章 以梅兰芳演出的
《穆桂英挂帅》为例．看京剧艺术特征第一节 梅兰芳是优秀京剧大师第二节 《穆桂英挂帅》的舞台
艺术第三节 《穆桂英挂帅》的音乐剧作第四节 《穆桂英挂帅》的舞台演出特点第四章 以格林卡的《
为沙皇而生》为例，看俄罗斯经典歌剧的艺术特色第一节 格林卡及其歌剧《为沙皇而生》的创作过程
第二节 歌剧《为沙皇而生》的舞台剧作艺术第三节 歌剧《为沙皇而生》的音乐剧作艺术第四节 歌剧
《为沙皇而生》／《伊万·苏萨宁》的舞台演出特点第五章 中俄舞台声乐艺术民族传统比较研究第一
节 民族特征及其文化传统第二节 中俄民族音乐戏剧生成和发展历史条件上的基本差异第三节 京剧和
俄罗斯经典歌剧中声乐舞台处理手段的主要差别参考文献附件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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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创作的知识阶层对传统戏剧形式再次产生改良兴趣，他们对戏剧的现代化方面进行了探讨。
首先需承认戏剧与其他各类宣传工具一样，在对人的影响方面存在巨大潜能。
1937年年底，成立了“全中国戏剧抗日协会”，入会者有许多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梅兰芳、周信
芳及其他人，总共有14个剧种的代表。
协会号召所有戏剧活动家为抗日斗争奉献自己，提出了创作现代剧目的任务o。
最普遍的戏剧表演形式是流动宣传队和街头演出。
同京剧一样，参加这类宣传活动的也有其他地方剧种的戏班。
1938年，在武昌举行了各戏种宣传队代表大会，对这一实践活动作了初步总结，宣传队员们得出结论
：戏剧形式的通俗易懂及反映现代内容的能力，不能作为优点搬上艺术舞台。
然而，左翼知识界宣传员们更崇尚民族音乐戏剧的年轻剧种（多种地方戏），这些剧曲多为尚未完全
依法定演出方式和舞台表现规则成型，但能灵活传达现代内容的作品。
战时最早的一部传统戏是王德飞的《前方人民》。
这部戏贯穿着爱国思想。
京剧大师意识到它的必要性，站到这一剧种的美学前沿，无视被视为现代化问题的舆论，自战争起始
便努力将充满解放斗争思想的旧戏列入自己的剧目，其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秦军反击》、《史
可法》等，前两部由梅兰芳出演。
日军占领大城市后，京剧主要剧团处于沦陷区内。
许多剧目被禁演。
取而代之的是宣扬色情的野蛮戏。
众多出名的戏剧活动家，如梅兰芳、程砚秋等，都脱离了戏剧活动，“全中国抗日协会”也停止了自
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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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呈献给各位读者，特别是声乐界、戏曲界朋友的这本书，是我多年学习西方歌剧演唱与研究、几经整
理和加工的心得体会的凝聚。
它原本是我在俄罗斯攻读艺术博士学位期间学习与研究的文稿，包含了我数十年专攻声乐技能演唱及
教学的经验与领悟。
由于本人的学识、能力和水平有限，书中文字与观点的缺陷和浅陋在所难免。
本书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此，我常常心怀忐忑。
《俄罗斯歌剧与中国京剧比较研究》一书即将付梓，我感慨良多。
首先，非常感谢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在2003年给予高校艺术类教师选派至俄罗斯留学深造的机
会；感谢我的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对我这名普通教师培养的关注及扶持；感谢我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
子及家人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无私奉献；感谢俄罗斯著名戏剧理论家、教育家、我的博士生导师玛赫罗
娃·厄拉·瓦西里也夫娜教授，我在俄罗斯攻读艺术博士学位的三年中，我的恩师始终把此课题当做
一项造福社会和促进中俄两国艺术交流的重要事业来对待。
本书的思想形成，自始至终都得到瓦西里也夫娜教授和我国京剧梅派艺术家梅葆玖先生，以及天津音
乐学院钱国桢教授的精心指导与鼓励。
没有他们的扶助和鼓励，此书是难以成型的。
当然，还要感谢我的两位俄罗斯挚友玛利亚娜和吉玛博士的友好相助。
在此，我要深深感谢他们的“知遇之恩”。
他们是本书真正的作者，我只是个使者。
我诚挚地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和同仁赐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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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罗斯歌剧与中国京剧比较研究》：深入研究具有独特艺术形式的京剧和俄罗斯经典歌剧形成的历
史道路；揭示国际社会认可的中俄两国音乐戏剧艺术成就中最富价值的舞台表演艺术特征；分析梅兰
芳的京剧代表作《穆桂英挂帅》及格林卡所创作的俄罗斯经典歌剧《为沙皇而生》，探究两国音乐戏
剧学派异曲同工的艺术特色；对比中俄两国源于各自依存的文化背景及基于独特民族精神所形成的音
乐戏剧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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