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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剧音乐剧演出历史与现状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歌剧音乐剧演出历史与现状研究》为安徽文艺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歌剧音乐剧
通史”之一种，由我国著名学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居其宏担任总编撰。全书分为四章，主要
梳理了我国歌剧音乐剧表导演艺术成长、发展、成熟的历程，并结合代表性剧目，从声乐、表演、导
演等不同视角分析各阶段代表性表导演艺术家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就；对我国歌剧音乐传播媒介的发展
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脉络以及中外歌剧音乐剧演出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必要的描述和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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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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歌剧音乐剧表导演艺术的历史鸟瞰
第一节 歌舞剧表导演艺术：“以歌舞演故事”的新演绎
一、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表导演艺术
二、延安秧歌剧的表导演艺术
三、大型歌舞剧《刘三姐》的表导演艺术
四、歌舞剧表导演艺术在新时期
第二节 民族歌剧表导演艺术：中国歌剧家的独特创造
一、《白毛女》中的表导演艺术
二、民族歌剧表导演艺术在50—60年代
三、新时期民族歌剧的表导演艺术
第三节 正歌剧表导演艺术：在科学扬弃中与世界接轨
一、早期正歌剧和《秋子》的表导演艺术
二、正歌剧表导演艺术在50—60年代
三、正歌剧表导演艺术在80—90年代
四、正歌剧表导演艺术在新世纪
第四节 音乐剧表导演艺术：在描红与原创中张扬自我
一、学步与迈步：搬演外国剧目与我国音乐剧表导演艺术的成长
二、狂欢与困惑：原创剧目演出中的音乐剧表导演艺术
三、综合与整合：我国原创音乐剧中的导演艺术家
第五节 对我国歌剧音乐剧表导演艺术的整体评价与建议
一、我国歌剧音乐剧表导演艺术的基本经验
二、我国歌剧音乐剧表导演艺术存在的问题
三、提高我国歌剧音乐剧表导演艺术的对策与建议
第二章 我国歌剧音乐剧表演艺术家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 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家
一、王昆
二、郭兰英
三、方晓天
四、乔佩娟
五、王玉珍
六、任桂珍
七、万馥香
八、彭丽媛
九、孙丽英
十、宋祖英
第二节 正歌剧表演艺术家
一、张权
二、邹德华
三、李光羲
四、施鸿鄂
五、魏松
六、莫华伦
七、幺红
八、万山红
九、田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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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车英
十一、正歌剧表演艺术新锐
第三节 两栖型表演艺术家
一、杨洪基
二、黄华丽
三、戴玉强
四、吴碧霞
五、谭晶
第四节 歌舞剧表演艺术家
一、黎明晖
二、王大化、李波
三、雷佳、王宏伟
第五节 音乐剧演员及其表演艺术
一、王洛勇在《西贡小姐》中的表演艺术
二、范卫华与日本四季剧团中的中国演员
三、侯岩松在《秧歌浪漫曲》和《美女与野兽》中的表演艺术
四、对我国音乐剧表演艺术的整体评价
第三章 我国歌剧音乐剧传播媒介建设及其历史变迁
第一节 演出场地与设施
一、民国时期：从学校、广场走向剧场
二、共和国初期：建设正规的剧场艺术
三、80—90年代的剧场和演出设施建设
四、新世纪以来的剧场和演出设施建设
五、对演出场地建设的整体评价
第二节 平面传播媒体
一、歌剧音乐剧普及读物
二、节目单、海报与广告
三、剧本和乐谱出版
四、报刊报道与评介
第三节 听觉媒体的传播效应
一、广播
二、唱片、录音磁带与CD
第四节 影像与新数字媒体
一、电视
二、活动影像
三、互联网对歌剧音乐剧传播的影响
⋯⋯
第四章 中外歌剧音乐剧演出交流与合作研究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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