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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歌剧《白毛女》总谱的出版前言，本应由作曲者亲自撰写，但非常不幸，该剧的七位作曲者均先后长
眠于黄浦江边、长城脚下了！
他们是向隅、马可、刘炽、陈紫、李焕之、瞿维和张鲁。
这七位都是对我国音乐事业做过重大贡献的音乐家。
在他们走后，由我——一个非该剧作曲者来著述总谱的出版前言，实难写出更有分量的文字。
为了尊重历史，我必须遵照该剧历次出版时由作者贺敬之、丁毅等分别撰写的“序文”、“说明”和
“前言”之精神，特别是20世纪最新版本中由贺敬之、张鲁、瞿维署名的“重版前言”。
这篇“前言”较之以往任何一篇序文均更具现实感。
该文除了对剧情的精确概括，还因为它联系到当今思想界动态和艺术思潮作了准确的论述，我是完全
赞成的。
    本总谱集，得到在延安时期组织领导《白毛女》创作的杰出戏剧家张庚为之作序，实属珍贵。
因为他写这篇序文时已90高龄，这之后再未为歌剧有过著述。
更由于他数月前已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因而他为《白毛女》所作的这篇序文，也就成为张庚对歌剧
论著的绝笔了!    关于此次总谱的出版过程，歌剧界及《白毛女》的爱好者颇为关心。
为此，我在本篇略作陈述是必要的。
    歌剧《白毛女》诞生于1945年春。
经历了58年，在这几十年间，该剧从初版、再版、修改版至再重版共出版7次，都是在作者主持下的正
规出版物。
而由各地文工团、军队文工团、工人演出队、农民演出队自行翻印的非正式演出本则无法统计了。
这些多为20世纪40代油印的简谱本，尽管纸张粗糙、印刷技术不高，但却能满足亿万人民对这部歌剧
的迫切需要。
作为歌剧总谱出版，还是近几年才开始酝酿的。
1995年6月24日，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延安鲁艺校友
会等10余个学术团体，在北京举行歌剧《白毛女》首演50周年研讨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剧界、史学界、文艺理论界共120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讨论、宣读论文。
会议期间，代表们建议委托中国歌剧研究会负责组织《白毛女》总谱出版事宜，并建议向文化部申请
经费。
为落实代表们的建议，当时还健在的七位《白毛女》作者联名致函中国歌剧研究会并转呈文化部。
此事一拖数年，直到文化部领导换届，才在孙家正、潘震宙、王文章几位同志支持下得到基本解决。
这之后，总谱创作的执笔者瞿维才开始工作。
瞿维是位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作曲家，这次重新配器，他采用大双管乐队编制及中国部分民族乐器。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专心创作，翟维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回到他的家乡常州。
他与我每两周电话联系一次，述说他的写作进展情况，语气中总带给我温和的自信感。
这位85岁高龄的老艺术家日复一日的劳动精神相当感人。
可惜正当瞿维行将完成他引以为荣的事业时，他突然倒下了!瞿维是倒在他谱写的《白毛女》总谱的案
头上向世界告别的，使人深感震动、深为惋惜。
他为中华民族艺术事业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瞿维走后，谁来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当时我国音乐界不少有才华的作曲家纷纷表示无条件完成此事，这一方面反映了瞿维的人品受人尊敬
，同时也反映了广大作曲家对歌剧《白毛女》的深情。
考虑到瞿维在管弦乐创作上的个人风格，上海音乐出版社向我们推荐曾长期与瞿维共事的后辈作曲家
马友道继承创作任务。
经贺敬之与我研究，采纳了此建议；事实证明这是适合的。
从我已经读过的马友道新续配的该剧《序曲》来看，他的配器手法及和声运用都与瞿维相近，我甚至
觉得是出自同一位作曲家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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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公平地说：马友道是瞿维未竟事业的合格继承者。
在此，对马友道付出的劳动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国新歌剧80年的历史中，《白毛女》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
1944年冬，当贺敬之动笔写下“北风吹，雪花飘”那一刻，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
声。
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
1945年4月底，苏军攻克柏林，盟军在易北河会师⋯⋯欧洲战场结束了。
就在此时，《白毛女》在延安开始首轮演出，30余场的演出告一段落并进行加工修改之际，侵华日军
也投降了。
从此，我国阶级矛盾由非对抗性转为对抗性矛盾。
《白毛女》的作者就在这历史背景下，怀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农民
的残酷剥削、迫害及农民的反抗。
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缩影，是一出以美好前景为结局的大悲剧。
它适应了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需要。
这部具有深刻现实感，又有华美幻想的歌剧，足以代表那个时代崭新艺术世界的典范之作，其诗意的
语言和浓郁的民族音调，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在20世纪40年代震动了大半个中国，使亿万人民为
之振奋。
我国大文豪郭沫若和茅盾于1948年5月在香港观看了《白毛女》后，均发表热情洋溢的撰文：郭老以《
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为题，高度赞扬了这部歌剧：“中国的封建悲剧串演了二千
多年，随着《白毛女》的演出，的确也快临到它们的闭幕，‘鬼变成人’了。
”茅盾撰文：“我们毫不迟疑称扬《白毛女》是中国第一部歌剧，我以为这比中国的旧戏更有资格承
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
”郭老和茅盾这两篇文章，都是于1948年5月21日在香港同时发表的。
    历来人们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就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白毛女》也不例外，自它诞生之日，就带来众
多真诚的支持者和勇敢的捍卫者。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批尖锐的批判者。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是不足为奇的。
世界上尚未出现过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得到绝对一致的评价。
早在《白毛女》首演时，即有一位资深的批评家以《〈白毛女〉的代表性》为题，从五个方面指责该
剧时代描写不真实，该文发表在当时延安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
10天后，《解放日报》又发表了另一位评论家捍卫《白毛女》强有力的反批评。
在中央机关报上对一部歌剧同时刊登两种不同的声音是不多见的。
可惜这种肯定与否定的争论只持续了数日，终因“八·一五”大形势的到来而休止。
延安各界已忙于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了。
    在事隔22年后的“文革”中，歌剧《白毛女》则被更残酷地指为“反革命文艺路线的大毒草”，执
笔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歪曲、丑化劳动人民的罪人”。
又过了30年的当今，另一类人则咒骂农民杨白劳“赖账”、“违法”，是“极左路线下的产物”。
这两类人合在一起，从左右两个不同方向夹击《白毛女》，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类人（即“文革”派），他们活着就是要让我国文学家、艺术家永远生活在恐惧、惊慌、不知所
措的环境中。
而当今的一类人，他们生来就没有美学感觉器官，更不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剥削、压迫，他们惟一
关心的是如何生财有道。
但愿这些小有名气或名气很大的批评家不妨一阅俄国作家伏耶依科夫所著的《疯人院》，作者在文中
有如下诗句：    请看这位布屠索夫：    他用牙齿咬嚼卡拉姆辛的半身像：    直咬得唾沫喷溅，    胸口被
鲜血染红，    但他还是不能把大理石吞下——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他无论用牙齿，还是用笔，    都不能损伤卡拉姆辛分毫。
    这位布屠索夫与前面提到的践踏《白毛女》的两类人是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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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对《白毛女》的美学价值是清醒的。
它产生于动乱的战争年代，虽是一部有着重大影响的巨著，但尚不是一部无可挑剔的歌剧，也就是说
，它不是十全十美的。
不过它的不完美并不妨碍它的存在、出版和演出。
    经过了近60年的演出实践和不断改进，2004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歌剧《白毛女》总谱就是贺
敬之等作者的最后定稿了。
作者已不可能再作任何修改，无论是剧本或音乐。
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作家、作曲家对这部歌剧作任何改动。
或许有些好心人要问：“难道不可以让后人把它加工得更完美吗？
”笔者认为，这只能由原作者去做，任何天才的作家都难以代替原作者。
倘若某位大师对《白毛女》的民间传说有兴致，不妨按照大师的“新思维”另著一部。
在世界艺术史上，同一题材多人创作早有先例。
而类似《白毛女》的情况也不少见，这里指的是一部不够完美的艺术品亦能受到世人的欢迎。
就以舒伯特著名的《未完成交响曲》为例：他一生写了九部交响乐，但第八部交响曲是一部未写完的
作品，只写了第一、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的九小节，按常规应是四个乐章，因而《第八交响曲》是“
不完整”的。
舒伯特在世时，此曲尚未演出，过了数十年，后人为了交响曲的“完整性”，替原作者写了第三、第
四乐章，但演出后乐评界一致批评此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原作清丽凄婉的风格，是一次“很不光荣的‘
完整’”。
评论家写道：“我们还是感谢舒伯特没有完成它罢，米罗那座无臂维纳斯的雕像，也许要比后人加上
手臂更有价值。
”    中国歌剧《白毛女》，几十年来已在亿万人民心中生根了，就让它按原样存在着罢。
这部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歌剧，是一部文献，它的总谱之出版，对于从事歌剧建设的艺术家们，对于优
秀的人物——也就是有教养的那一群歌剧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尽管它已经用简谱出版过多次，但总谱的出版，却使世界歌剧文库增添了一部来自东方的、闪着光亮
的中国歌剧。
它为研究、探索中国歌剧的中外学者提供了规范的版本，同时亦为歌剧院提供了完整、准确的演出本
。
    中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已进入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宝库。
当然，它仍会长久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听到对自己谐和的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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