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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歌剧院精品歌剧《雷雨》赴京献演 纪念曹禺诞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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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曹禺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各地纷纷上演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在具有这特殊意

义的今年，上海歌剧院也将带着精品歌剧《雷雨》于8月22日在国家大剧院开办经典

艺术讲堂“话剧的华丽转身——歌剧《雷雨》主创见面会”，并于8月28、29日将原
创歌剧《雷雨》搬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以纪念这位戏剧大师。 
歌剧《雷雨》的孕育成长，前后经历了十年打磨修改，以各种不同版本形式献演50余
场，每次演出现场热烈的反响，都让主创人员感动，数次演出过程中都有观众几度落
泪，气氛温馨感人，为使作品更趋完美，主创组持续不断地在《雷雨》的音乐、剧情
和舞美上仔细琢磨，以使其在舞台上的每次呈现都能带给观众更多惊喜和更强烈的震
撼。此次《雷雨》再度充满信心，进军京城，志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 

  多版本阶梯式市场覆盖  打造歌剧品牌新概念 

  原创歌剧《雷雨》从1998年初稿至今已有12年，大小修改、润饰11次。上海歌

剧院从2000年试唱至今已有10年，并策划制作成音乐会版、校园版、沙龙版、新空
间版、大歌剧版的多个版本，以不同定位、不同形式、不同阵容、不同价格，吸引不
同观众群体，以阶梯式市场覆盖，打造歌剧品牌的新概念。每轮演出前后主创人员都
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并仔细斟酌修改，每一次推敲打磨，音乐都更为凝练、剧情都更
为紧凑、舞美都更为精致，日趋完善和成熟的《雷雨》足迹遍布新加坡华人艺术节、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湖北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杭州第二届西湖之春艺术节、北京国
家大剧院开幕演出季等。 
  “多版本阶梯式市场覆盖”也是上歌近年来摸索出的打造歌剧品牌的新模式。
“新空间”以时尚化演绎吸引年轻观众，努力建立歌剧演出的常态化机制；“歌剧沙
龙”则以近距离的互动式体验激发普通观众对歌剧的兴趣，扩大歌剧的爱好者范围。
“校园版”更是为歌剧艺术未来的发展建立了坚实的观众基础。这些平台亦是打磨剧
目、锻炼演员的平台，一部精品歌剧在吸引各类观众的同时，也能培养出众多优秀的

年轻演员。歌剧《雷雨》被誉为“女主角最多的歌剧”：先后有7位女演员分别饰演各
个不同版本的繁漪。与此同时，这些阵地也为大歌剧的制作演出奠定基础、积累经
验。这一阶梯模式让上歌在整个艺术生产与艺术市场中，逐渐形成良性链接，为中国
歌剧市场发展提供了有效参考。 
  《雷雨》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探索、实践和总结中成长，从诞生、首演到修改完
善、再到推入市场的整个过程，正能完整地折射出上海歌剧院“走进市场、打造品
牌”的新思路。 
  “亲密无间”的主创主演团队  成就完美契合的艺术佳作 
  《雷雨》之所以能够常演不衰，离不开优秀的主创、主演团队，但一个优秀的团
队不等于每一个优秀个体的组合，而是每位主创主演人员之间都需要有默契，有长时
间的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磨合，才是达到“默契”的前提。 
  歌剧《雷雨》在一个堪称“亲密无间”的主创主演团队默契配合中应运而生。这
种“亲密无间”的默契建立在浓厚的“师生之情”和“同窗之谊”的基础上。早在莫

凡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时，就已瞄准了《雷雨》题材，酝酿起了这部歌剧，1998年
周小燕先生在北京开音乐会时，莫凡告诉她正在着手把话剧《雷雨》改编成歌剧，周
先生当即向莫凡表示，等歌剧《雷雨》搁笔时，上海音乐学院歌剧艺术中心一定要为
作品试唱，不料歌剧完成后，周先生因病，为承诺不能得以兑现而抱憾。作为周先生

的学生，魏松和高曼华决定帮老师实现这个心愿，浓浓的师生之情促成了2000年莫凡
与上海歌剧院的正式合作。 
  上海歌剧院从2000年接手试唱《雷雨》时就组成了实力强劲的创作演出班底。高
曼华饰演的繁漪对人物情感把握恰如其分，与莫凡又有着多年的“同窗之谊”，《雷
雨》更是莫凡为其量身打造的剧作，繁漪这个人物的音乐性格塑造、音乐唱段中的音
区选择、技巧运用，自然恰到好处。而另一组同窗组合的“黄金搭档”——指挥张国
勇和导演査明哲为该剧进行的二度创作更是颇见在艺术审美上的高度默契以及艺术修
养上的深厚功力，艺术合作中的默契配合也为该剧的戏剧性冲突增色不少。 
  而另一方面，对于“戏剧与音乐高度统一”的歌剧而言，编剧与作曲间的默契更
显突出和重要！中国歌剧没有专业的歌剧剧作家，中国歌剧剧本的“非歌剧化”也正
是引起中外歌剧创作差距的重要原因。纵观西方歌剧史上保留下来的经典剧目，作曲
和编剧大多是长期合作的固定搭档，尤其编剧更大多是长期致力于歌剧脚本创作的专
业人士，他们对歌剧题材的取舍、剧本结构的安排、戏剧冲突与音乐间的配合有着丰



富的经验，这也正是保证歌剧作曲能够有的放矢、戏剧与音乐之间相得益彰的法宝。
歌剧《雷雨》则恰恰在这一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雷雨》的作曲编剧集于莫凡一
身，这有利于歌剧在创作阶段便有效考虑和解决戏剧与音乐结构的相对统一和相互配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