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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音乐艺术的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的差异研究

高雨诺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4

摘　要：本文目的在于深入研究音乐艺术中的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之间的差异，通过系统地对比分析研究两种艺术形式的

音乐结构、器乐伴奏以及声乐艺术多个维度，揭示它们在音乐表达、艺术审美和社会功能上的独特性。通过这一研究，我

们期望能够揭示两者在音乐领域的内在联系与差异，为音乐学、戏剧学以及跨文化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旨在为跨文化音乐学提供新的视角，并促进对中西方音乐艺术多样性的认识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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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不同民族

和地域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和特殊的情感表达。中国戏曲和

西方歌剧，分别作为中西方音乐艺术的瑰宝，各自在音乐领

域内展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戏曲，

以其独特的唱腔、念白和器乐伴奏，融合了诗歌、音乐、舞

蹈和表演艺术，成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西方歌剧，则以

其宏大的音乐结构、精致的声乐技巧和丰富的戏剧表现力，

成为西方音乐文化的标志性成就。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音乐

创作和表演的技术层面，更深层地反映了中西方在哲学思

想、审美观念和社会价值观上的根本区别。因此，对这两种

艺术形式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增进我们对各自音

乐传统的理解，也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1.	器乐伴奏

1.1 乐队规模与编制

中国戏曲采用的乐队规模较小，一般采用小型民族管

弦乐队，虽小但缺一不可，均是以本民族乐器为主，具有浓

厚的民族音乐风格。

西方歌剧采用中大型管弦乐队，通常由 70 人以上的演

奏家组成，有些甚至可以达到 100 人或更多，主要以弦乐器、

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乐器多则达上百件，突出气势上的

宏伟与直观。

1.2 乐器使用

中国戏曲伴奏乐器不仅具有伴奏作用，还具有刻画人

物、烘托气氛、推动剧情的作用，由拉弦、弹拨、吹管、打

击四类乐器构成。拉弦乐器主要有京胡、京二胡；弹拨乐器

主要有月琴、琵琶、三弦等；吹管乐器主要有唢呐、笛子、

笙；打击乐器主要有单皮鼓、大锣等，控制舞台节奏。这些

乐器共同丰富戏曲音乐表现。

西方歌剧乐队在演出中为歌唱者伴奏并演奏独立乐曲，

如序曲和幕间曲等等。乐队主要由弦乐、管乐、打击乐和色

彩乐器组成，以营造歌剧的音乐氛围和戏剧效果。弦乐器有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管乐器分为木管和铜

管，木管如长笛和单簧管；铜管如小号和圆号；打击乐器如

定音鼓和大鼓，；色彩乐器如钢琴和竖琴，共同塑造歌剧的

宏伟气势。

2.	中国戏曲的演唱形式

2.1 综合性与程式性

中国戏曲的曲牌体是一种以固定曲调和节奏的曲牌为

基础的音乐结构，通过组合不同的曲牌来构成戏剧音乐。起

源于唐宋音乐，曲牌体音乐风格多样却统一，昆曲是其代表。

这种音乐形式擅长抒情，高腔帮腔曲牌表现力强，音乐多样

性丰富，对中国音乐发展有深远影响。

板腔体也是戏曲音乐的一种结构形式，通过节奏和旋

律变化适应戏剧情境，京剧、豫剧等采用。帮腔辅助主唱增

强气氛和表现力，尤其在复杂情感或紧张场面中效果显著。

板腔体与帮腔结合，丰富戏曲表现，提升艺术效果。

2.2 唱腔技法与念白

中国戏曲的唱腔是戏曲音乐的核心，它的唱腔体系复

杂繁多，不同剧种有着各自独特的唱腔体系，演员需要通过

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各种唱腔的技巧和韵味。如京

剧的西皮节奏紧凑，旋律跳跃，表现激昂；二黄平稳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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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深沉；反二黄低沉，表现悲愤。昆曲的曲牌体固定曲牌，

南曲柔美，北曲激昂。越剧的尺调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弦

下调旋律低沉，节奏缓慢。黄梅戏的花腔活泼明快，表现欢

快；平词平稳缓慢，用于叙事。评剧慢板缓慢舒展，表现深

沉；快板紧凑跳跃，表现紧张。豫剧的慢板缓慢深沉，表现

悲伤；流水板明快流畅，表现激昂。川剧的高腔高亢自由，

表现激昂；胡琴腔优美明快，表现欢快。粤剧的梆黄旋律流

畅，节奏明快；小曲旋律优美，节奏缓慢。河北梆子的梆子

腔高亢紧凑，表现激昂。秦腔的苦音低沉缓慢，表现悲伤；

欢音高亢明快，表现激昂。

中国戏曲演员的演唱方式复杂繁多，每个“行当”都

有着自己的独特发声方法和演唱方法，如生行的老生演唱时

用真声，平稳流畅；小生真假声结合，表现阳刚；武生以武

打为主，唱时用真声。旦行的青衣用假声，婉转细腻；花旦

假声表现活泼；武旦重武打，唱腔较温和；老旦真声，与老

生相似。净行也可称之为“花脸”，铜锤花脸用真声，响亮

高亢；架子花脸真声，重做工；武净以武打为主，演唱时用

真声。末行的唱腔与老生相近，用真声。丑行也称作“小花

脸”，文丑真声唱工；武丑以武打为主，用真声。戏曲演员

则需灵活运用真声假声，适应不同音域和情感，体现角色性

格和剧情，形成戏曲独特风格。

除行当的唱腔外，还有特殊唱腔，如“轻三六调”、“重

三六调”、“活三五调”、“反线调”等，这些唱腔以不同

的主音构成旋律，用于展现不同的情绪和场景。戏曲中的唱

腔大体可分为抒情性唱腔（速度较缓慢，曲调婉转，字疏腔

繁，适合表现深沉细腻的情感）、叙事性唱腔（速度中等，

曲调平直简朴，字密腔简，适用于叙述和对答）和戏剧性唱

腔（曲调起伏大，节奏与速度变化强烈，适用于表现激昂强

烈的情感）三种类型。

中国戏曲中的念白与唱腔同样重要，是戏曲声乐的核

心。它基于汉语四声，通过语调传达情感，介于唱与说之间，

具有音乐性，与戏曲节奏相协调。它塑造角色性格，连接剧

情，展现冲突，通过语速、语调、音量变化表达角色内心。

要求戏曲演员灵活转换表现形式，是戏曲传统文化和音乐语

言艺术的重要组成。

帮腔是戏曲中辅助主唱以增强气氛的演唱方式。板腔

体通过不同的板式（如慢板、快板）来表达戏剧的轻重缓急，

使音乐与剧情紧密结合，增强戏剧张力。帮腔不仅增强了主

唱的声音效果，还能在情感上给予支持，使演唱更具感染力，

尤其在表现复杂情感或紧张场面时效果显著。在实际演出

中，板腔体的灵活变化与帮腔的巧妙运用相结合，能够丰富

戏曲的表现手法，提升艺术效果。

3.	西方歌剧的演唱形式

3.1 唱法及其演唱技巧

西方歌剧的演唱方式主要有美声唱法、戏剧性唱法、

轻唱法、音乐剧唱法和民间唱法，适用于不同的角色和情节。

美声唱法是西洋歌剧的常见演唱技巧，起源于意大利，

注重声音的自然美和连贯性，追求演唱时的清晰连贯无断

裂，演唱者常用腹式呼吸以稳定声音，纯净且泛音丰富，

并利用共鸣腔体增强声音的丰满度，且在各音域中保持音

色统一。

戏剧性唱法是音乐剧中常见的演唱技巧，有机结合了

音乐、舞蹈、话剧表演等各种艺术形式，核心在于通过演唱

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极具表现力，演员在演唱

时吐字清晰，运用与说话时相同的语气变化，注重音和节奏

感，表达不同的情绪与戏剧效果，和美声唱法不同之处在于

戏剧性唱法采用真声演唱。

轻唱法是一种注重气息支持和声音控制的演唱技巧，

主要强调用较小的音量并结合气息进行演唱，有助于保护声

带，提高声音的质量和表现力，这种唱法要求从强音到弱音

的过渡不能隔断控制，气息要集中且均匀，用力不要过猛或

过强，声音线条清晰、柔和但有力度，音色灵活而迷人，轻

声训练可以自然地使声音里混进假声成分，容易找到发高音

的位置。

音乐剧唱法是一种专为音乐剧设计的演唱风格，核心在

于适应性和表现力，要求演员能够根据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剧

情需要灵活调整演唱技巧，如融合了流行、爵士、摇滚以及

传统音乐剧等多种唱法，以实现最佳的表演效果，并具备宽

广的音域和灵活的声音控制能力，以适应不同风格的歌曲，

最重要的是，常常需要演员边唱边跳，保持声音的稳定性和

清晰度，鼓励演员根据个人特色进行即兴发挥，使表演更具

个性化和吸引力。

民间唱法是融合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演唱风格，常

常采用当地的方言、旋律和节奏，展示特定民族与文化背景，

采用具有该民族特色的唱法和音乐元素，增强角色的民族身

份感，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和直接性，又融入了歌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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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和艺术性。

3.2 演唱形式

西方歌剧一般由宣叙调、咏叹调贯穿始终，但通常剧

中往往要穿插重唱、合唱、序曲和间奏曲等多种形式。

宣叙调起源于 16 世纪末的意大利，最初是一种独立的

概念和演唱形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歌剧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节奏比较自由，没有固定的曲式结构，旋律化程度

较低，更接近于语言的自然节奏，推动剧情发展和代替对白，

用于叙述性的段落，具有较强的叙事性，旋律与语言紧密结

合，但旋律性不强，更强调语言的自然音调，可以是无伴奏

的（干宣叙调），也可以由简单的和弦或整个管弦乐团伴奏，

是介于歌唱和朗诵之间的独唱段落，有时也称为“附有旋律

的对白”。

咏叹调是西方歌剧或康塔塔等戏剧中极具抒情性、戏

剧性的独唱乐段，用于集中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旋律优美

动听，节奏自由，常和戏剧情境紧密结合，结构较为复杂，

篇幅较大，设计精细复杂，需要演员掌握高度的演唱技巧，

通常伴有乐队伴奏，也可以单独作为音乐会的独唱节目来演

唱，部分歌唱性较强的器乐作品也可称为咏叹调。

重唱在歌剧中常用于展现人物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和情

感交流，通过不同声部的交织，抒发角色的情绪，推动剧情

的发展。可以共同表达一个情感，也可以展现角色之间的内

心独白或对立，传递着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审美理念，重唱

可以是同声（如男声二重唱或女声二重唱）也可以是混声（男

女声部组合），增加了歌剧的表现力和丰富性。

合唱通过声部构成和组合方式的灵活性，常用于展现

人物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增强剧情的紧张感和戏剧性，有效

地节省艺术资源，同时通过群体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人物形

象更加深入人心，丰富了歌剧本身，也推动了合唱艺术的发

展，深化了戏剧主题。

序曲作为整部歌剧的前奏，预示剧情的发展和基本情

绪，提供剧情的初步印象，可以独立于歌剧在音乐会上演奏，

它形式丰富，包括法国序曲（慢 - 快 - 慢结构）和意大利

序曲（快 - 慢 - 快结构），以及后发展出的奏鸣曲式序曲，

往往取自歌剧中的旋律，使得序曲与歌剧内容紧密相关，具

有很强的戏剧性，能够概括歌剧的内容，表现人物性格和戏

剧冲突。

间奏曲是一种穿插在歌剧的两幕之间或两场之间的管

弦乐曲，帮助观众在剧情的高潮和转折之间稍作休息，可以

独立于歌剧作品在音乐会上演奏，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营

造特定的情感和氛围，可以是舒缓的、悲伤的或是充满戏剧

性的，为接下来的剧情做好铺垫。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种艺术形式的器乐伴奏和声乐艺

术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在音乐艺术

领域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戏曲以其综合性和程式性

的唱腔体系，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

蕴；而西方歌剧则以其宏大的音乐结构、精致的声乐技巧和

戏剧性表现力，成为西方音乐文化的标志性成就。在器乐伴

奏方面，中国戏曲多采用小型民族管弦乐队，强调乐器的民

族特色和戏剧功能；西方歌剧使用中大型管弦乐队，追求气

势宏伟和音乐的丰富性。声乐艺术方面，中国戏曲的唱腔和

念白展现了角色的情感和性格，而西方歌剧的美声唱法、戏

剧性唱法等通过不同的演唱技巧和形式来表现人物的心理

活动和情感变化。本研究不仅丰富了音乐领域的学术讨论，

也为音乐教育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促进了对中西

方音乐艺术多样性的认识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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