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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歌剧史（1920-2000）（套装共2册）》所叙述的是我国的歌剧从上世纪初（1920年前后）至
世纪末（2000年）的八十年间发展的简史。

　　中国歌剧是怎样产生的？
又经过了何等艰难曲折的历程？
留下了多少足迹？
在每个大的历史阶段，特别是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它又是如何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
的？
在世界歌剧历史中，它与欧、美各国的歌剧相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在它成长的一路风雨中，又经历了哪些兴衰、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
⋯⋯所有这些，都是本书试图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本书由中国歌剧史编委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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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言
上编 中国歌剧在探索中诞生（1920—1949）
第一章 中国歌剧探索自己的路
第一节 国人初识西洋歌剧
一、西洋歌剧初入国门
二、西洋歌剧未能落地生根
第二节 中国歌剧的萌芽——儿童歌舞剧
一、从学堂乐歌到儿童歌舞剧
二、黎锦晖和《麻雀与小孩》等儿童歌舞剧
第三节 中国歌剧初期的探索
一、阎述诗独创的抒情歌剧/《高山流水》/《风雨之夜》
二、上海早期的三部探索性歌剧/《王昭君》/《扬子江暴风雨》/《西施》
三、中央苏区的小调剧/《亡国恨》
四、歌舞之乡——新疆的民族歌剧
第二章 抗战时期的歌剧活动
第一节 延安的歌剧活动
一、“鲁艺”——新歌剧的摇篮/《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异国之秋》
二、西北文工团的《塞北黄昏》
第二节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歌剧活动
一、歌舞活报剧的普及与秧歌舞形式的运用
二、关于“秧歌舞”展开的一场争论
三、中、小型歌剧与儿童歌舞剧的演出
四、两部反映敌后抗日斗争的歌剧/《钢铁与泥土》/《不死的老人》
第三节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歌剧活动
一、小调剧、歌剧
二、戏曲音乐剧
第四节 “孤岛”上海和“陪都”重庆的歌剧活动
一、“孤岛”上海的歌剧演出/《上海之歌》/《桃花源》/《江村三拍》/《大地之歌》/《孟姜女》
二、“陪都”重庆的歌剧活动/《秋子》/《木兰从军》
第三章 新歌剧在延安诞生
第一节 秧歌运动——新歌剧的催生剂
一、从《拥军花鼓》开始的秧歌热潮
二、小型秧歌剧的诞生/《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十二把镰刀》
三、大型秧歌剧的诞生/《血泪仇》/《周子山》
四、戏剧家张庚、诗人艾青撰文论述秧歌剧
五、秧歌剧运动的迅速传播与发展
第二节 新歌剧的里程碑——《白毛女》
一、歌剧《白毛女》的创作
二、歌剧《白毛女》首演于延安
三、抗战胜利后《白毛女》走向全国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新歌剧的普及
一、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演出歌剧《蓝花花》
二、华北联大在冀中演出多场次秧歌剧《秦洛正》
三、东北地区解放前后的歌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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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编 民族歌剧走向繁荣（1949—1966）
下篇 荒芜、复苏与走向多元（1966—2000）
附录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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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黎锦晖歌舞剧》单行本里附有邓湘寿女士题词：“这是文学
的艺术，也是艺术的文学。
既可以用来吟咏，又可以用来歌唱。
分开是音乐教材，合起来便成歌剧。
”这是对黎歌舞剧极为中肯的评价。
篇末的作者道谢：“自《麻雀与小孩》宣布在《小朋友》上之后，承各校的朋友勉励我多编写几出儿
童歌剧，不过编制歌剧，不能完全‘闭门造车’。
应该于脱稿后，随时演习，随时修改，配好舞步，排好部位，才能实地表演，我因此加入了实验剧社
，将《葡萄仙子》与《月明之夜》公演数次。
可惜经费太少，一切都未能满意。
后来又经许多学校排演，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而我自己因学力、技术都有欠缺，一时没有找到顾问与助手，所以至今不敢自信这些歌剧是一个小小
的成功。
但已经承爱儿童艺术的同志们殷勤排演，批评，奖励，改正，而且敦促我编好单行本刊行。
盛情美意，可感之至！
以后仍希随时指正。
这本书，深得黎明晖、邓湘寿二女士帮助，绘图排谱，煞费精神，谢谢！
”由此可见黎对儿童歌舞剧创作的用意之深和严肃认真之态度，以及工作中的甘苦，亦道出了其儿童
歌舞剧在当时流行演出之盛况。
 4.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中华歌舞团”及“明月歌舞剧社” （1）成立“中华歌舞专门学校
”，演出歌舞剧《小小画家》等：1927年，黎经多方筹资，于同年2月在上海爱多亚路（现名延安东路
）966号成立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
学期两年，供学生膳宿，师资由文艺界至亲好友出任，或个别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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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歌剧史(1920-2000)(套装共2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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