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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包括歌剧是十分奇妙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人类创造的奇迹。
我们对它的认识，倘若仅处于酷爱其故事情节，像崇拜文学那样地寻觅英雄人物的踪迹，或是企望从
中听到一、两段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赏心悦耳，甚至以五光十色的华丽场景为满足，那么，歌剧对我们
说来，依然是十分陌生的，我们便难以与她交谈。
诗人海涅认为：“它像一个偶然的中介物而处于精神与物质之间；与二者都有密切关系，但又与二者
有所区别：它是精神，但这是一种需要时间加以衡量的精神；它是物质，但却是能够不要空间的物质
。
”（《论法国戏剧》）音乐的通性也许为此，歌剧尽管展示了舞台形象，人们实质上是在领悟音乐。
倘若说，诗歌是“悬在半空的意识形态”（恩格斯语）。
那么，音乐更是如此。
它既有人间烟火味，又能插翅膀往蓝天，不为物质所缚，不作无知遐想，可以说是天上人间、人间天
上的美境。
歌剧既神圣，又平凡；既难以驾驭，又可以感悟并与之交谈，使我们的心灵更加美好。
　　诚然，任何一门艺术都有它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并有其形式美的种种要素，要成为她的挚友，
必须了解她、热爱她，才可能在交谈中产生心灵的共鸣。
至于如何认识歌剧，如何创作歌剧，如何表现歌剧，如何发展歌剧，我们愿与读者朋友一起学习、研
究、探讨。
　　本书全面论述和介绍西方歌剧艺术的一本著作，书中还有彩图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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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威尔第于1844年取材雨果名作《欧那尼》创作了一部四幕歌剧。
原著在欧洲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830年2月15日该剧在巴黎首演时，场内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剧终，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宣告了浪漫主义文化的胜利，观众曾上街游行欢呼。
歌剧故事叙述爱尔薇拉被迫和老迈的吕古梅公爵结婚。
但她却爱上了年轻英俊的西班牙大盗欧那尼，并准备一起私奔。
然而国王唐·卡罗斯也前来向爱尔薇拉求爱，因公爵上场，他们的计划都被打乱。
国王绑架爱尔薇拉，欧那尼赶来与国王决斗，国王却认为强盗不配和他决斗而拒绝。
不久国王带兵捉拿欧那尼，欧那尼逃走。
吕古梅公爵与爱尔薇拉结婚。
欧那尼乔装香客借宿，前来相会爱尔薇拉，恰逢国王征剿大盗。
吕古梅公爵出于贵族的荣誉，不肯交出欧那尼，国王捉爱尔薇拉作人质而去。
欧那尼为报答吕古梅，拿出号角，无论何时，只要公爵需要，欧那尼立刻献出生命相报。
包括欧那尼和吕古梅在内的反国王势力集会，被叛徒出卖。
国王决定处死参加叛乱的贵族，赦免欧那尼，并将爱尔薇拉许配于他。
在新婚宴会上，忽然传来号角，吕古梅前来要命。
欧那尼决不反悔，爱尔薇拉在欧那尼自刎后亦随之而去，吕古梅深感痛苦，亦自杀。
终场即是一段感人肺腑的三重唱。
书摘1第三章  歌剧的结构形式    无论何种艺术，都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而艺术家把握形式的主要手段除语言外，就是结构。
有了一定的结构原则，他就有了组织自己思想情感的依据，不致使作品杂乱无章。
作为一种以音乐的方式阐述的戏剧，它就应同时具备音乐和戏剧这两门艺术的结构原则。
                          第一节  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    戏剧是诉诸于形象的艺术，事件的具体内容对作品说来十
分重要。
事件发展的线索和人物的关系即是剧作家在构思自己作品时的核心。
由于演出的时空方面条件限制而形成的格局，要求一部戏剧的故事必须时间、背景、人物相对应，这
种格局又奠定了传统的戏剧审美观念，它要求故事的叙述必须集中、清晰，否则观众很难从纷乱的叙
述中整理出线索。
其次，不断发展的线索又应当根据情节设置几个间歇，亦即把故事分成幕。
剧作家用这样的方法体现出时间流程的阶段性，以便发挥它们各自不同的结构功能，例如呈示、发展
、高潮、结束等。
在一幕之中，剧作家往往又以主要人物的戏剧行动为中心，安排他们的上下场，并以此构成情节发展
段落。
    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换景技术的进步，“幕”的时空范围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三一律，例如古
诺的《浮士德》第四幕，剧情多变，分作三个不同的地点场景：‘‘玛格丽塔卧室”、“教堂”、“
街景”。
每个景又分出场次。
威尔第《阿伊达》的一、二、四幕均有换景。
    一个无论怎样复杂或简单的故事，总是包括了呈示、发展和结束三阶段。
在以平衡作为重要审美标准，以及把叙述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时代，就把这三阶段进一步演释成为五
个部分。
古希腊的戏剧虽无幕次，但其总体结构却是带有阶段性、层次性的：    第一阶段——导人    第二阶段
——上升    第三阶段——顶峰    第四阶段——下降    第五阶段——结局    按照这一布局，发展线索的高
点就落在中部，使整个过程显平衡和对称状。
这也是和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古典时期的审美趣味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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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巴洛克时期和浪漫时期的审美趣味却是把高点置于最后，使整个运动过程呈上升
状。
    因此。
如前一章所述，近世的歌剧不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完整，尤其是悲剧性的作品往往舍弃高潮后的部分
，遽然终止，给观众留下苍凉凄楚的美感。
这样，戏剧过程的五个阶段就被浓缩在呈示、展开、高潮(结局)三个阶段中。
    诉诸于抽象艺术的音乐结构有其特殊性，必须顾及到常见特点：体    裁    由于抽象艺术中符号组合
的文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音乐的结构首先受到体裁的约束。
不同的文体、样式、类型有不同的写法。
例如一条周期性的、方整性的旋律，对风俗性的体裁来说是恰当的，而对于一段戏剧性的、思辨性的
音乐就显得不那么合适。
用群众歌曲的章法很难写成像样的赋格的主题，反过来，用滞重的纯复调织体也不容易写好轻歌剧。
波罗涅兹无法替代哈巴涅拉，否则卡门便不是烟厂女工和吉卜赛姑娘；《夏日到》与《杨柳歌》格格
不入，苔丝德蒙娜不可能在悲痛欲绝的时刻向着圣母吟唱摇篮曲；婚礼场面不会高奏凯旋曲，庄重典
雅不同于雄壮豪迈。
伯恩斯坦的《梦断城西》以音乐剧体裁的笔调写曲，古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抒情歌剧体裁的乐
风铺陈，前者为二幕十一场，后者为五幕六场加序幕，内部结构更是迥然相异，这是由于它们是两类
不同的体裁类型，是不可用一个模子铸造的。
情    绪    其次，音乐又是以不同性质的情绪为焦点的。
例如古典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戏剧性的，第二乐章是抒情性的，第三乐章是风俗性的，即便是在一部
作品的结构内部也同样如此，例如把一段犹豫的主题与另一段坚定的主题对比，等等。
因此用抽象的音响符号完整地表明一个乐思需要一定的篇幅，并且需要相对的封闭性使它与其余部分
区别，这就需要音乐有不同功能的语言和织体，例如呈示型、过渡型之类的，并以它们的种种组合形
成结构。
即使是瓦格纳的乐剧，虽采用“无终旋律”，但幕与幕之间，一幕之中，音乐陈述、发展的脉络仍是
在情绪牵动之下有序运动的，形成其乐剧的特殊结构方式。
循    环    在以具象为表现手段的戏剧中，舞台上发生过的情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一再重复出
现的，至多是场景的再现，表示景物依旧、情事不再的意思。
但音乐艺术却必须以抽象的音响符号作为创作素材。
这些素材只有通过重复，才可能在听众知觉中加深印象，在欣赏活动中有了登记注册的资格；这些素
材也只有通过不同程式的循环，听众才有可能进行比较，并根据这种比较，感受作品的形式美和内容
美。
    例如变奏曲式，它的基本结构图式为A A1A2A3A4⋯⋯，这是单一素材的循环；三段体，A B A，这
是包含了两个素材对比的单一素材循环；这种包含对比的单一素材循环也可以发展为回旋性的或是带
副歌式的结构，如A B A C A，或A B A B A等等。
而双主题变奏，A B A1B1A2B2A3B3⋯⋯或奏鸣曲式的A B C(展开)A B则是更复杂的循环了。
    在歌剧中，主导动机在一定的形式架构中不断变形重复，这是一种循环。
某一主题，如《茉莉花》的循环展现，同样具有结构意义。
《今夜无眠》的音调到了《图兰多》终场又一次紧缩变奏出现，在结构上起到再现的作用。
《卡门》第四幕第二十六曲的循环特点更为突出，三个主要主题在序曲中先现，其中欢迎斗牛士进场
的主题在终场第二十七曲作为背景合唱多次再现，而悲剧性命运动机，从第一幕卡门抛花，霍塞捧花
，直到终场霍塞刺死卡门，全剧共用了十六次。
此类循环原则的运用，使特定音响符号在音乐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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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言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歌剧”二字如今已是妇孺皆知的热门词汇，尤其是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们，恐怕是宁可承认没有听过《宇宙锋》而羞于坦陈不知道《茶花女》的了
。
但，歌剧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问题原先是应该由乾隆皇帝提出的，早在二百多年前，故宫宫廷里
就曾飘荡过一缕西洋歌剧清音，他是中国第一个欣赏这种外来音乐戏剧的听众，然而这位颇具文化涵
养底蕴的皇帝对此并不感兴趣，西方歌剧对中国的初次造访并未获得成功。
20世纪初期的上海，也有少数权贵阔爷领略过歌剧片断的风采，但他们还没走出剧院，嘴里又哼起“
手执钢鞭将他打”了。
直至70年代之前，也只有少数专门研究者在小心翼翼地从虫胶唱片中了解这种舞台艺术，甚至在文化
圈里，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西洋歌剧究竟是什么，尽管自从40年代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民族歌
剧的写作经验了。
    近十几年来，歌剧经典接二连三地登台，人们终于大开眼界。
亲身品尝了几部名作演出的原汁原味，原来它竟充满如此神奇魅力!难怪它的旋律能够穿过历史的幕帷
，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迷醉；难怪它的旋律能够飘出剧场大厅，像鲜花一般把整个城市点缀。
歌剧真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大革命的雄威，世纪末的伤颓，阴谋家的谄媚，有情人的苦悲；有赌
徒的狂热，有歌手的忏悔，有多余人的失落，有英雄的眼泪，把歌剧称之为历史镜子，当之无愧。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音乐爱好者，终于从感知上对西方音乐花坛上这朵最艳丽的花蕾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就使得人们更有迫切的愿望从理性角度提出问题：    歌剧究竟是什么?    请翻过这一页仔细阅读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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