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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定义之重塑 

     内容提要：在系统论的视野中，歌剧是由贯穿其始终并在其中占支配地位且起主导作用的音乐来揭示

的、在舞台上进行、并包含语言的一系列戏剧情节所构成的戏剧。音乐、舞台和语言是歌剧的三个构成要

素。三个要素按照一定比例、规则进行排列、搭配形成了歌剧的结构。音乐在歌剧中占据支配或统治地位

是对音乐“质”的说明；音乐贯穿歌剧始终是对音乐“量”的说明；音乐在整部歌剧中起主导作用是对音

乐“功能”的说明。歌剧定义之重塑对歌剧的理论研究、歌剧创作、歌剧表演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歌剧；戏剧情节；构成要素；结构；本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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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理论研究都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其中，概念是构建理论大厦的基石。概念是判断的

基础，没有概念则没有判断，没有判断就没有推理，没有概念、判断和推理就不可能进行论证。歌剧理论

研究也不例外。在歌剧理论研究中，“歌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么，歌剧究竟是什么？ 

一、传统观点之评价 

  关于歌剧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歌剧是综合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

戏剧。[1]”有的则认为，“歌剧应该是一种化合体，……歌剧剧本的存在是为歌剧音乐而写的，音乐也是

为歌剧剧本而创作的。歌剧剧本里就包含有音乐，歌剧音乐里也表现了戏剧。[2]”谢洛夫认为，“在组成

歌剧的成份中比较容易发现的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具有诗意的纲要(象似剧本的歌剧内容，涵意)；二是音

乐(用音乐表达思想)；三是舞台，戏剧(用戏剧舞台上的可见的形体方法体现音乐和词的思想)。[3]”有人认

为：“歌剧是戏剧情节并且是用音乐揭示的戏剧情节。[4]”还有人认为，“所谓歌剧，它是在以音乐和演

唱为最主要表现形式的前提下，在戏剧情境中完成一系列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情感渲泄。歌剧一般粗线条

地勾勒事件、关系等人物行动的前提和条件，却用细腻的笔调制造具有浓厚的戏剧氛围与情感基调的情境

压力。[5]”瓦格纳则把自己创作的歌剧称作“剧场节日剧”(Bühnenfestspiel)或“剧场庆典节日剧”( B

ühnenweihfestspiel)[6]。他认为，理想歌剧则是要创造一种“普遍的艺术”，把音乐、诗歌、舞蹈、

雕塑、建筑等各门艺术熔为一炉。 

  歌剧是“一种安置在音乐中的真正的戏剧。因此重点应落在戏剧上，这种戏剧应当跟迄今为止的歌剧

剧本完全不同，尤其不同的是，在这种戏剧中，剧情决不仅仅是根据那种传统的歌剧音乐的需求而安排

的，恰恰相反，倒是一种真正的戏剧的性格需求支配着音乐的构思[7]”。而更多的学者，则并未对歌剧给

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从歌剧的某些外在特征对歌剧进行了描述。 

  以上所述六种定义，都从不同的角度指明了歌剧的特征，接近对歌剧本质的说明。但是，这六种定义

都未能真正揭示出歌剧的本质，或者在外在特征上也仅仅是对歌剧某一侧面的描述。我们知道，给事物下

定义就是说明“此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一个事物之所以是此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是因为它本身与其它

事物存在着质的差别，也就是说，它与其它事物本质不同。因此，在一事物的定义中，事物的本质是不可

缺少的因素。反过来看，也只有包含事物本质的定义才能说明“此事物是什么”，才能将此事物与其它事

物区分开来。一事物的定义不应该是仅仅对此事物的表象和外在特征的描述。 

  第一种定义认为，歌剧是综合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戏剧。此定义是对歌剧表面现

象的描述，仅仅指明了歌剧的外在表现，没有点明歌剧的本质。定义重点说明了“歌剧是由什么构成”的

问题，但是却没有对“歌剧是什么的问题”做出直接正面的回答。另外，此定义虽然指明了歌剧的构成要

素，但是诗歌、音乐、舞蹈是否是歌剧的构成要素，还有待商榷(此问题在本文“歌剧的特征”部分有论

述)，而且定义对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组成和结构并未指出，仅仅笼统指出歌剧是唱歌、音乐、舞蹈的统

一体。这样说够吗？歌剧中的统一性无疑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它作为一种艺术类型的特有品质。作为综

合艺术的戏曲、音乐剧都有这个品质。简单的统一性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什么东西在连接和统一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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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素？它们的关系靠什么“保持”？它们对歌剧的意义是否完全相同？但是此定义也有可取之处：一

是定义中首先指明了歌剧的基本性质，即歌剧是戏剧艺术形式的一种；二是能从事物构成要素的角度给歌

剧下定义；三是给歌剧下定义时能从事物的组成结构的角度给以考虑，指出歌剧是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

式，说明了歌唱与其它诸要素主次关系①；四是指明歌剧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第二种定义认为，歌剧是歌剧剧本和音乐的化合体，歌剧剧本和音乐不分主次，相互融合，结成一

体，歌剧剧本的存在是为歌剧音乐而写的，音乐也是为歌剧剧本而创作的。歌剧剧本里就包含有音乐，歌

剧音乐里也表现了戏剧。此种定义重在揭示了歌剧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音乐和剧本，并且还说明了两个

组成部分的关系是有机融合的。但是这个定义还是存在缺陷：首先此定义违反了定义的规则，有“循环定

义”之嫌，用歌剧剧本来解释“歌剧”，究竟歌剧是什么，仍然在定义中没有得以解决；其次，剧本和音

乐的有机统一、融合不是歌剧独有的特征，对于戏剧、戏曲、音乐剧来说，也具有这个特征。因此，这个

特征不能将歌剧与戏剧、戏曲、音乐剧区分开来。再次，定义中没有指明歌剧的本质，仅仅从外在特征对

歌剧进行描述。最后，定义中没有点明歌剧的构成要素和组成结构。 

  第三种定义的可取之处在于谢洛夫在对歌剧定义时，能从歌剧的内部结构入手，较为成功的对歌剧进

行剖析，认为歌剧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并将三个组成要素作了较为准确地说明。此定义的另一可取之处

是，定义中把三个要素的关系进行了说明，阐明了剧本、音乐和舞台的内部关联，使歌剧的独立品质更加

凸显。定义中指出歌剧不仅是有含义的，是用音乐来表达其思想的，而且还运用戏剧舞台上的可见形体方

法体现音乐和词的思想。这些都是对歌剧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当然，此定义也存在缺陷和不足。正如

有的学者所指出：“显然谢洛夫在把基本环节的循序和关系纳入到作为社会现象的歌剧概念的时候，没有

明确确定作为一个艺术品种的歌剧来说必不可少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不论时间、地点和产生的条件，

都改变不了歌剧经常具有的那些东西。[8]”笔者认为，此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剧本是否是歌剧的构

成要素还有待再考虑；二是没有点明歌剧的本质；三是作为歌剧构成要素的剧本、音乐和歌剧本身的关系

不清晰。 

  第四种定义认为，歌剧是戏剧情节并且是用音乐揭示的戏剧情节。此观点的可取之处是首先指明了歌

剧的性质，即歌剧是戏剧情节；其次点明了歌剧的本质，即歌剧是用音乐揭示的戏剧情节，指出了音乐在

歌剧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没有明确指出歌剧的构成要素；二是没有对歌剧构成

要素的关系、比例和结构组成予以说明。三是认为“歌剧是戏剧情节”的说法也不准确。确切地说歌剧是

一种独立的戏剧形式，它由一系列的戏剧情节所构成；四是“歌剧是由音乐揭示的戏剧情节”的定义违背

了“定义必须是相应相称的规则”，即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在外延上应完全相等。此定义不能将歌剧与

交响乐区别开来。因为交响乐也是由音乐揭示的戏剧情节。 

  第五种定义的可取之处在于：一是点明了歌剧的性质，即歌剧是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和情感渲泄；二是

指出了音乐和演唱在歌剧中的地位——歌剧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三是从更深层次揭示，歌剧通过剧本粗

线条地勾勒事件、关系等人物行动的前提和条件，而用其它艺术手段细腻地营造具有浓厚的戏剧氛围与情

感基调的情境压力，充分地说明了剧本和其它艺术手段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四是明确了音乐和

演唱在营造戏剧氛围与情感基调时起着主导作用。但此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从宏观方面把握音乐在

歌剧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忽略了舞台(包括舞台灯光、布景、道具、演员动作以及其它有形手段等内容)和

语言(演员的道白、唱词)在歌剧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没有明确指出歌剧的基本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但是此

观点较为客观地说明了“歌剧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明显接近于歌剧的本质。 

  第六种定义是瓦格纳有关歌剧本质的描述，是西方歌剧美学第三次大论战中具有代表意义的观点。这

种定义方式明确指出了组成歌剧的各个要素，即歌剧是将音乐、诗歌、舞蹈、雕塑、建筑等各门艺术熔为

一炉的“普遍的艺术”。并且旗帜鲜明的指出，在歌剧的两大基本美学原则中，戏剧美原则是第一位的，

音乐美是第二位的。他认为，在歌剧这个“综合艺术品”中，音乐只是手段，戏剧才是目的。瓦格纳对歌

剧本质的这种论证受到其他论战者的激烈反对，正如汉斯立克所言，“人们在歌剧中愈是彻底保存戏剧的

原则，把音乐美的空气抽掉，那歌剧会象抽气机里面的鸟儿似的奄奄一息地死去。人们就必然回到纯粹的

话剧上去，这倒会证明一件事，即音乐的原则如果不在歌剧中占有上风的话，歌剧的存在确实将是不可能

的。在艺术实践中，这个真理也从未被否认过……。[9]”他还说，“在这里我们要尖锐地提出瓦格纳在

《歌剧与戏剧》卷一中所说的基本原理来，他说，‘作为艺术品种，歌剧所犯错误的实质是，他把手段(音

乐)当作目的，把目的(戏剧)反而当作手段’，这个提法是没有正确基础的。因为如果音乐在歌剧中永远而

且确实只是作为戏剧表情的手段来应用的话，这样的歌剧将是音乐上的一个不堪设想的怪物。[10]”在当

时，瓦格纳对歌剧中戏剧原则的注重，确实大大推动了歌剧向前发展，使瓦格纳创作的歌剧一时风靡欧

洲。但是，他将戏剧原则作为歌剧美学的第一原则、将戏剧作为目的、将音乐作为手段，显然是过头了。



就瓦格纳本人而言，他有关歌剧的理论与实践、言论与行动之间也经常存在着矛盾②。因此笔者认为，就

歌剧的起源、发展、审美等各个方面综合来看，歌剧中音乐原则为第一、音乐为目的的观点应该更为合乎

情理。 

二、歌剧定义之重塑 

  通过对以上传统观点的批判分析，我们认为给歌剧下定义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义中应明确指出

歌剧的性质(歌剧与它最接近的“属”的关系)；第二，应有歌剧本质的说明(歌剧与它同“种”之间的种

差)，这一点是歌剧区别于其它艺术形式的关键；第三，应包含有歌剧的必要构成要素；第四，应指明各个

构成要素是按怎样的比例、规则组合起来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应指明歌剧的结构。据此，我们给歌剧下

这样一个定义：歌剧是由贯穿其始终并在其中占支配地位且起主导作用的音乐来揭示的、在舞台上进行、

并包含语言等内容的一系列戏剧情节所构成的戏剧。歌剧就本质上讲属于音乐作品，戏剧人物和情节只是

为音乐形式(如独唱、合唱、轮唱、咏叹调、宣叙调等)的展开提供依托的作用。歌剧中的人物关系展开、戏

剧动作、性格塑造是靠音乐来完成的。戏剧冲突也同样靠音乐来揭示，戏剧人物的性格形成及发展变化要

通过音乐来体现。歌剧中音乐的审美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借助戏剧情节才能展开，但不以戏剧情节为表现目

的。音乐家多采用易知(神话传说)或已知的(名著改编)情节来表达音乐，观众则通过戏剧情节的激烈冲突来

对音乐进行充分欣赏。 

  歌剧是一门综合艺术。而综合艺术是指包含多种艺术元素并通过这些元素有机结合，在一定的时间和

空间内，以演员的创造角色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作为综合艺术，歌剧吸收了文学、音

乐、舞蹈等多门艺术的长处，获得了各种艺术手段和艺术方式的表现力，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再现艺

术和表现艺术、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具有特殊的感染力。歌剧之所以成为独立的一

门艺术，而与其它艺术形式分庭抗礼，是因为歌剧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内在品质。歌剧

的特征如下： 

  1.歌剧是由一系列的戏剧情节构成独立戏剧形式——歌剧的性质 

  这个特征是对歌剧基本性质的说明。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歌剧是一种独立的戏剧形式；二是歌剧是

由一系列的戏剧情节构成的。歌剧是戏剧形式的其中一个类型，首先表明歌剧和戏剧具有同质性，二者是

种属关系，歌剧具备戏剧的基本特点。那么什么是戏剧呢？一种艺术形式之所以成为戏剧应符合哪些条件

呢？普遍认为，戏剧是指通过演员扮演人物，当众展示故事情节，通过演员活的语言、歌唱、形体动作塑

造完成舞台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多种冲突的艺术形式，是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的文学、音乐、舞台等艺

术的综合。演员扮演具体的人物、当众表演、展示故事情节是戏剧特有的三个必备要件，也是判断一种艺

术形式是否是戏剧的标准。歌剧之所以能成为“剧”，是因为歌剧也是通过演员扮演具体的人物、当众表

演、展示故事情节来表达音乐，在这一点它与戏剧具有同质性。另外，歌剧是由一系列的戏剧情节构成，

并且从总体上应具有戏剧性。戏剧理论家们认为“戏剧性”的实质是冲突、激变。这种冲突是人类意志的

冲突，是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类伦理道德的冲突，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它制造急遽惊人的变化，设计

舞台瞬间的“突变”。它是一种表演，一种叙述，一种体验，一种与观众之间“间离”的介质，它是舞台

上讲述的故事。因此，歌剧只有具备强烈的戏剧性，才能够完成歌剧通过戏剧情节表达音乐的使命，才能

达到观众通过用戏剧情节充分欣赏音乐的目的。 

  2.歌剧的一系列戏剧情节是由舞台、语言和音乐来共同揭示的——歌剧的构成要素和结构特征简单地

说，歌剧是由音乐揭示的戏剧情节。这一点实质上仍然是对歌剧性质的说明，它说明歌剧是由一系列的戏

剧情节构成的，而且是由音乐来揭示的戏剧情节构成。这样说够吗？笔者认为，这种表达作为歌剧的定义

显然过于简单。实际上，歌剧中的戏剧情节主要靠音乐来揭示，但并不是仅仅靠音乐，而且还靠舞台和语

言来共同完成。此处的“音乐”，既包括器乐，也包括声乐。音乐在歌剧中，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音乐

在揭示戏剧情节时，通过和舞台、语言相互协调，共同作为手段来揭示戏剧情节。此时音乐是作为手段而

存在。但是对于整部歌剧来说，音乐却是作为被表现和被欣赏的角色而存在，戏剧情节只是作为观众来更

充分欣赏音乐的手段而出现的。通过戏剧情节来表达音乐，通过戏剧情节来欣赏音乐才是歌剧最终的目

的。此时，音乐是目的。 

  我们知道，戏剧情节主要是靠音乐来揭示的。但是舞台和语言也是揭示戏剧情节必不可少的要素。此

处的“舞台”，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舞台灯光、布景、道具、演员动作以及其它有形手段等内

容。歌剧离开舞台当众表演的特点，就不再是歌剧，而可能沦为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剧等。因此，

舞台是歌剧的必要构成要素之一。舞台和戏剧情节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舞台为戏剧情节的展示而服务。



舞台因素和音乐的关系是被决定和决定的关系，音乐决定着舞台的内容，舞台反过来为音乐的充分表达提

供载体和服务，舞台的效果服务于音乐并与音乐相协调。舞台和语言的关系是相互协调的关系，舞台的灯

光、演员的动作以及其它有形手段应和语言相协调，它们都受制于音乐，都由音乐来决定，为音乐的表达

服务。从总体上看，舞台作为歌剧、戏剧情节、音乐、语言的载体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歌剧的必要构成要

素之一。 

  语言也是歌剧的必要构成要素之一。此处的“语言”，主要包括演员的道白和演员歌唱中的唱词。歌

剧是含有语言的音乐揭示，这一点是歌剧与交响乐的根本区别。前面我们曾批评过“歌剧是用音乐来揭示

的戏剧情节”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不能将歌剧与交响乐区别开来。交响乐也是“用音乐来揭示的戏剧情

节”，也是通过戏剧情节来充分展示音乐，观众则通过戏剧情节来充分欣赏音乐。但是，交响乐是不含有

语言的音乐，仅仅是器乐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展示。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音乐决定语

言，语言为音乐的表达服务。除此之外，音乐和语言之间还具有融合关系，比如演员歌唱时，音乐和唱词

相互融合，只有具备音乐性的唱词才能和音乐相互配合来充分表达音乐，充分揭示戏剧情节。语言和舞台

的关系，如前所述，是相互协调关系。语言、音乐、舞台共同揭示戏剧情节的特征，表明语言和戏剧情节

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歌剧是一种独立的戏剧形式，它由一系列的戏剧情节所构成。歌剧的戏剧情节则是通过音乐、舞台和

语言来揭示的。由此可见，歌剧的三个构成要素是音乐、舞台和语言。三个要素的按照一定比例、规则进

行组合、搭配、排列形成了歌剧的结构。在这三个要素中，音乐决定着舞台和语言，语言和舞台被音乐决

定并为音乐服务，音乐的充分展示和被欣赏是最终目的；舞台是音乐和语言的载体，音乐和语言离开舞台

则失去依托，不能存在。舞台要和音乐、语言相协调；语言为音乐服务并与音乐相协调，语言和舞台也必

须相互协调。这就是歌剧的基本结构。 

  3.音乐贯穿歌剧始终并在歌剧中占支配地位且起主导作用——歌剧艺术的本质 

  音乐贯穿歌剧始终并在歌剧中占支配地位且起主导作用的特征重在确立了音乐和歌剧的关系。从某种

意义上说(就是在论及歌剧本质的这个意义上)，歌剧的本质就是音乐，歌剧的创作过程就是音乐创作的过

程，歌剧的演出实质就是音乐展示的过程，观众欣赏歌剧实质就是音乐被观众欣赏的过程。音乐贯穿歌剧

始终，在歌剧中占支配地位并起主导作用，充分说明了音乐在歌剧中的地位和作用。音乐在歌剧中占据支

配或统治地位，是对音乐质的说明；音乐贯穿歌剧始终是对音乐量的说明；音乐在整部歌剧中起主导作用

是对音乐功能的说明。 

  歌剧以音乐作为自己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如果离开或削弱这个特点，那么歌剧就丧失了自己独立存在

的价值。我们常说，歌剧是音乐家的艺术而非一般剧作家的艺术，这早已为歌剧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作曲

家从创作的最开始就要介入歌剧剧本的总体构思，并在音乐布局、形式结构和唱断安排上，提出一整套具

体的方案。并要说明剧作家、导演及其它主创人员，以音乐构思为中心统一思想，必要时作曲家要在剧作

家、导演的帮助下自己动手结构歌剧剧本[11]。柴可夫斯基的《叶甫盖尼·奥涅舍》、《奥良姑娘》、《黑

桃皇后》，里姆斯基·柯萨可夫的《五月之夜》、《雪娘》等，都是由作曲家自写脚本的。音乐在歌剧中的

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歌剧的创作过程中，而且体现在歌剧的整个表演过程中。从宏观方面看，

音乐在整部歌剧中占据统治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贯穿着歌剧的整个主线。从微观方面来看，歌剧中的戏

剧动作、人物关系展示、性格冲突都是靠音乐来完成的。歌剧中的戏剧冲突靠音乐来揭示，歌剧中人物的

性格形成及发展变化，要通过音乐来体现。 

  音乐在歌剧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决定了歌剧作为一种戏剧——音乐体裁的性质。歌剧的结构决定了音

乐在歌剧中的功能。音乐在歌剧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2]第一，塑造人物。歌剧中的人物

性格虽然有剧词的勾勒，但其真正的心理生命和内在生活却主要是由音乐来规定的。歌剧中的剧词由于受

到多种限制，只能提供有关人物一般信息，而作曲家必须在此基础上，利用旋律、速度、节奏、和声和乐

器等音乐手段对这些一般化的信息予以具体化和个性化的转型，其结果是，音乐“溶解”并“消化”了剧

词，人物的性格和感情依靠音乐得以展现。第二，规定动作。歌剧中的动作有狭义和泛指之分。狭义地

说，动作就是指演员有舞台上的形体动作和“心理”动作。广义是指歌剧中的剧情的发展。用音乐规定动

作，意味着在歌剧中，音乐应该最大限度地融合，参与乃至彻底卷入剧情的进展和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

剧情进展脱离音乐将不复存在，有时甚至音乐本身就是动作。第三，营造气氛。 

  音乐的魔力之一，是能够利用音响的暗示，渲染出某种特定的情绪氛围和心理环境。歌剧不仅在局部

细节上要求音乐应对外部环境进行拟声模仿，并且还要求音乐在更广的意义上对剧情内容和戏剧主旨进行

寓于象征的总体色调勾勒。第四，统一结构功能。在歌剧中，音乐可以通过自己的材料组织和结构布局对



戏剧的整体内在统一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上所述歌剧的三个特征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特征，歌剧将会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

意义，而难于与其它艺术形式相区分。这三个特征中，音乐贯穿歌剧始终并在歌剧中处于的统治、支配地

位且起主导作用是歌剧最本质特征。 

三、歌剧定义重塑的意义 

  1.对歌剧理论研究的意义 

  在哲学中，范畴是主体的思维掌握客观世界普遍的或本质的联系的关节点或支撑点。[13]没有范畴，

人们就不可能掌握客观世界的普遍或本质联系，也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科学理论体系。在哲学史上，古希腊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制定了范畴这个概念，亚氏认为范畴是最一般和最基本的概念。列宁对范畴更有经

典性的论述。列宁指出：“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和最简单的形成，就

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14]这种概括的极限就是范畴。列宁曾对范畴

做了如下科学的说明：“在人面前是自然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

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

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5]范畴作为网上纽结，是网之所以成为网的基本组合要素。任何

一门科学，都是由一系列特有的范畴而形成的一张认识之网。歌剧理论的大厦并非沙上之塔，而是建立在

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范畴就是建立这一理论大厦的基石，起着奠基作用。歌剧理论研究离不开歌

剧、音乐、戏剧情节等这样一些范畴。对这些范畴进行科学界定，就如为歌剧理论大厦埋下拱心石。如果

这些范畴发生偏颇，歌剧的理论大厦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歌剧理论面向整个歌剧创作、歌剧表演，从

中进行抽象、提炼，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不是借助于范畴这样一种高度的抽象化手段，就无法

掌握千万种不同的情况。因此，歌剧定义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2.对歌剧创作的意义 

  通过对歌剧定义的研究可知：歌剧就本质上讲属于音乐作品，戏剧人物和情节只是为音乐形式(如独

唱、合唱、轮唱、咏叹调、宣叙调等)的展开提供依托的作用，歌剧中的人物关系展开、戏剧动作、性格塑

造是靠音乐来完成的。戏剧冲突也同样靠音乐来揭示，戏剧人物的性格形成及发展变化要通过音乐来体

现。歌剧中音乐的审美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借助戏剧情节才能展开，但不以戏剧情节为表现目的。因此在创

作过程中，一般先有作曲家(这些作曲家通常自身就是戏剧家)捕捉到适宜于歌剧的题材，然后从音乐的角度

进行总体构思，然后由作曲家本人亲自动笔完成脚本，或请剧作家一丝不苟的按照作曲家的意图谱写脚

本。因此，从歌剧的创意开始就贯穿着“音乐”的思维。另外，剧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应考虑“舞台”、

“语言”对于表达音乐和展开戏剧情节的效果，应考虑“舞台演出”的立体效果。 

  3.对歌剧表演的意义 

  歌剧表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歌剧演员在练习自己的声部时应该而且必须熟悉总谱，因为歌剧

总谱从总体上规定着歌剧的戏剧情节、音乐、语言、舞台等内容，它是能引起各种人物感情的事件世界，

是复杂的心理体系，也是社会和个人命运的动力。歌剧是用音乐写成的戏剧，它的戏剧性就是一种具体的

材料，戏剧演员作为一个声部的扮演者，就是用音乐来反映某一动作引起的人物感情。歌剧角色的创造，

在任何阶段，任何程度上都不能脱离音乐。歌剧音乐的含义是与具体的唱词、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真正

的歌剧形象中，音乐不应脱离动作，而应当反映动作，同样动作也不应脱离音乐，而应当解释、说明、显

示、介绍、强调音乐，应当音乐化，与音乐融为一体，表现一定时刻的人物内心世界。我们知道，音乐语

言与文字语言类同，每当我们说一句话时，都会保持生活中的一些逻辑重音，这些重音的相互关系就是意

义的骨架，没有这种结构，就无法理解句子。歌剧声部的每一个句子都有自己的构造，所有的音都应当根

据意义的表达方法加以组织，就像人说话一样，没有结构的乐句是无法接受的。歌剧角色的创造是一种艺

术活动，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工作的结果，演员想象的产物就就是形象。熟悉总谱，从内容和形式方面研

究自己的声部，掌握它的音乐、唱词、动作以及它的音乐戏剧性的过程，既是一个可以保证歌剧演员记住

声部的过程，也是一个形象产生的过程，对于歌剧表演者来说，这个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________________

①作者认为，第一种歌剧定义认为“歌剧是以歌唱为主的戏剧”的说法不科学，实际上歌剧是以音乐为主

的戏剧，音乐贯穿歌剧始终，在歌剧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②有关歌剧美学中“音乐、戏剧何为第一、何为目的”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详尽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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