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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

内容概要

以我国歌剧音乐剧一度创作为记叙重心，兼及表导演艺术、理论思潮、表演艺术院团建设，专业教育
等领域，联系国内外的社会现实，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及现实状况进行历史梳理，对其中的代
表剧目、代表人物、重要事件、核心观点进行剖析并给出恰当的历史评价，总结各个时期的创作特点
和80余年来主要的历史经验，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市场条件下科学发展我国歌剧音乐剧艺术的
战略对策提出设想和建议，供有关方面决策和实践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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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居其宏，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1981年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2002年6
月正式调入南京艺术学院并任音乐学研究所所长、音乐学首席学科带头人。著有：《20世纪中国音乐
》、《谐谑与交响》、《音乐剧：我为你疯狂》、《歌剧美学论纲》、《超越与重构》、《新中国音
乐史》、《当代音乐的批评话语》。此外，还在国内外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评论、杂文数百篇，
约2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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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
本书序言
第一章在舶来中草创：20—30年代中国人的歌剧初恋
第一节Opera与中国人的歌剧梦
一、欧洲歌剧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二、出使欧美之清朝官员对西洋歌剧的不同反映与记叙
三、中国人的歌剧梦与“戏曲改良”、“新国剧”实践
第二节黎锦晖和他的儿童歌舞及歌舞剧
一、黎锦晖的儿童歌舞表演曲
二、从“表情唱歌”到“歌舞剧”的艺术追求历程
三、作为歌剧样式的黎氏儿童歌舞剧
四、黎氏儿童歌舞剧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节早期中国歌剧：在探索多种歌剧范式的道路上
一、《王昭君》及我国早期严肃歌剧创作
二、话剧加唱式歌剧
三、大型歌舞剧
四、延安前期的歌剧创作
五、这一时期的其他歌剧探索
第二章在时代中熔铸：40年代的第一次歌剧高潮
第一节质朴清新的《兄妹开荒》与“延安秧歌剧运动”
一、毛泽东《讲话》与延安秧歌运动
二、秧歌剧《夫妻识字》及其他秧歌剧创作
三、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
第二节正歌剧《秋子》：中国人对严肃歌剧类型的有益探索
一、《秋子》的创作背景
二、《秋子》剧本创作成就
三、《秋子》音乐创作成就
四、《秋子》在中国歌剧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三节《白毛女》：第一次歌剧高潮的潮峰
一、《白毛女》剧本文学成就
二、《白毛女》音乐创作成就
三、《白毛女》与第一次歌剧高潮
四、《白毛女》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
第四节解放战争时期的歌剧创作
一、“音乐剧”《孟姜女》
二、三幕歌剧《蓝花花》
三、三幕歌剧《赤叶河》
四、三幕歌剧《刘胡兰》
第三章在激情中创造：50—60年代的第二次歌剧高潮
第一节共和国初期的歌剧创作思潮
一、关于“新歌剧”的争论
二、马可“从戏曲基础上发展新歌剧”主张
三、黄源洛“歌剧应以音乐为主”之说
四、戏曲改革对中国歌剧创作的影响
第二节走古今结合之路：从《小二黑结婚》到《红珊瑚》
一、《小二黑结婚》与民族歌剧板腔体思维的成型
二、解放后版《刘胡兰》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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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歌剧《红霞》对民族歌剧音乐戏剧性思维的贡献
四、歌剧《红珊瑚》对民族歌剧音乐戏剧性思维的贡献
第三节走中西结合之路：从《草原之歌》到《望夫云》
一、借鉴西方歌剧表现形式创造中国正歌剧的主张
二、歌剧《草原之歌》的创作经验
三、歌剧《望夫云》的创作成就
四、电影歌剧《阿诗玛》的音乐创作
第四节《洪湖赤卫队》：二次高潮第一峰
一、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剧本文学特色
二、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音乐戏剧性思维
三、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音乐形象塑造成就
四、歌剧《洪湖赤卫队》与我国民族歌剧范式的成熟
五、歌剧《洪湖赤卫队》与第二次歌剧高潮
第五节《刘三姐》：中国现代歌舞剧的杰作
一、剧本文学：从民间传说中汲取诗情
二、音乐创作：从山歌戏曲中选材编创
三、舞台呈现：在载歌载舞中悲喜歌哭
四、《刘三姐》在我国歌舞剧创作史上的地位
第六节《江姐》：二次高潮又一峰
一、歌剧《江姐》的创作背景
二、剧本的结构特点和剧诗成就
三、《江姐》的音乐戏剧性思维
四、歌剧音乐形象塑造的超越与突破
五、《江姐》对我国民族歌剧范式成熟的贡献
六、《江姐》与第二次歌剧高潮
第七节这一时期的其他歌剧作品
一、民族歌剧：为二次高潮推波助澜的浪花朵朵
二、歌曲剧：繁盛景观下的困惑
三、歌舞剧：在载歌载舞中表现时代风情
四、少数民族题材歌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造
五、音乐戏剧性思维独特的三部歌剧
第八节《阿依古丽》与第二次歌剧高潮的衰落
一、时代背景下的歌剧《阿依古丽》
二、《阿依古丽》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三、《阿依古丽》与第二次歌剧高潮的衰落
⋯⋯
第四章在死水下涌动：“文革”中我国歌剧的命运
第五章在阵痛中转型：80年代的歌剧音乐剧创作
第六章在分流中重组：90年代的歌剧音乐剧创作
第七章在蓄积中释放：新时期优秀作曲家的歌剧情结及作品
第八章在困境中求生：歌剧音乐剧的新世纪命运
第九章在求同中存异：台港澳地区的歌剧音乐剧创作
第十章在反思中前瞻：中国歌剧音乐剧的历史与未来
后记
参考文献

Page 5



《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

精彩短评

1、整个系列中比较不错的一本书。如果要了解我国歌剧音乐剧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以及代表作品的
话，看这本书最适合，内容也很全面，对于每一步作品都有深入浅出的介绍。不足之处在于，能够明
显发现每一节的布局就像是把学术论文的结构，是拼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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