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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什么是中国歌剧! 京剧的英语是 !"#$#%&

'(")*"直译#北京歌剧$%&&&难道中国本土孕育

数百年的戏曲不算!那么轻歌剧'音乐剧'歌舞剧

的界限又在哪儿!#越剧音乐会(这个词同义重复

了吗&&&难道越剧不包含曲调等音乐部分!

在助推歌剧)尤其是更能让百姓接受的中

国歌剧的时候) 怎么介绍才不会发生歧义)怎

么推广才能更让人接受! 相比于作曲'导演'编

剧'演员推介)我们更少注重歌剧鉴赏和评论)

以至于如何向大众介绍歌剧时)略显词穷*反复

上演歌剧)当然是推广的必须)但是上演前)在

媒体上传播鉴赏课程及文字+在演出后)刊发深

入浅出的评论文章) 势必能更生动有效地加深

观众对歌剧的理解) 并拓展观众咀嚼回味作品

的时空*

创作歌剧有,总谱(*有了评论鉴赏)歌剧观

众对其理解会更,靠谱(* 朱光

汲取民歌养分 讴歌时代精神
!!!专家学者探讨如何让歌剧走向市民

! ! ! !上音副院长杨燕迪从歌剧发展脉络上梳
理了外国歌剧到中国歌剧的流转。!""年前
发源于意大利的歌剧，#""年前传至法国、德
国。这三个国家的歌剧已经融入本民族血脉。
$%世纪之后，再传入俄罗斯、捷克等国。歌
剧，每到一国，必然会民族化。
歌剧传到解放区，形成了我们独有的民族

歌剧传统。《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和《江姐》以
革命故事和基于民歌、乃至戏曲的音乐元素，
构成了中国独有民族歌剧样式。进入改革开放
以后，中国歌剧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歌剧界开
始寻找另外的道路，也接受了一些现代派风
格，探索怎么样用更加具有歌剧性的语言和方
式来创作中国歌剧，代表作是《原野》。 朱光

上海大歌剧院今年即将破土，
又传来上海音乐学院将建设歌剧
院的消息，与此同时，2016年上
海市民文化节的关键词是：“歌
剧”。如何让歌剧走向更广大的市
民，融入文化生活？

从外国歌剧到中国歌剧

评论助推更!靠谱"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见习记
者 潘子璇）今天是周恩来总理
逝世 !&周年的纪念日。近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答
问录》在全国发行。

据人民出版社该书负责人
贾立钢表示，该书收入了周恩来
同志 $%'(年至 )%*)年期间接
受中外记者采访以及在记者招
待会上的谈话、答问、散发的声明
等文稿 (!篇，约 '+万字，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周恩来同志为推动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
出的历史贡献，反映了他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念和博大的胸怀。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

主任张振明介绍，本书时间跨
度大，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其
中，在“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工
作受到冲击，公开言论较少。记
者发现，全书收录了 (!篇答
问，其中在 $%!(年的答问数量最多，达到 $*

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篇答问中，谈话发
生在 $%((年到 $%*(年十年“文革”期间的只
有 $篇，系 $%*$年 (月 ,$日接受美国《纽约
时报》等三家媒体记者采访，谈话的内容是关
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冯骥才:推保护非遗“三大工程”
余秋雨：网上“语录”都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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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在沪举行的《中国歌剧现
状与发展座谈会》上，专家学者纷纷
从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
（见图）为例谈起———首先，歌剧要
反映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才能赢
得百姓共鸣；其次，在为人民歌唱之
际，应插上音乐的翅膀，并继承发扬
中华美学精神，才能感动观众。
《白毛女》是获得一致公认的中

国第一部民族歌剧，*&年来长演不
衰。与会专家表示，该剧就是“反映
民声、为民代言、抒发民族情怀、反
映时代精神的中国歌剧典范”。其深
刻的主题在于：“旧社会把人逼成
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主题
完全就是当时民心所向。原上海歌
剧院院长何兆华，也是歌剧《芳草
心》的执笔。他回忆 $%-'年起上演
的这出剧目，尤其是其中一曲《小
草》风靡大江南北的情形，也是因
为：“该剧有前瞻性地探讨了金钱与
爱情的关系，引发了观众热议。”此
外，《江姐》《洪湖赤卫队》《刘胡兰》
等，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蕴含了一
代人的理想。
在“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

人民的忧患”的同时，歌剧民族化在
艺术呈现上必须继承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的菁华，尊
重民族审美习惯。中国民间音乐、戏
曲音乐都是极好的养分，是令百姓
觉得“好听”的要素。著名歌唱家任
桂珍认为，中国地方戏曲素材非常
能体现人的情感：“在音调上非得拐
这个弯儿才能体现。”《白毛女》中喜
儿的主题音乐吸取了河北儿童民歌
《小白菜》、杨白劳的音乐主题则以

山西秧歌《拣麦根》为基础；《江姐》
的音乐创作吸取了越剧、川剧等民
间地方戏曲旋律。已经从歌剧院退
休的歌唱家陈海燕始终在歌剧里融
入民族唱法。她最早是京剧演员出
身，一毕业分配到歌剧院，学了 '个
月《江姐》就登台。如今，《江姐》已上
演 .++多场，演一场，赚一场……对
此，评论家郦国义分析道：“只有符
合时代生活和民众情绪，艺术上又
能洋为中用，才可能有生命力。如何
继承民族美学精神，同时借鉴外国
歌剧的音乐技巧和形式，是我们当
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文广集团艺术总监陈雨人，从
氛围营造角度提出建议。他认为从
意大利至法国、德国，乃至捷
克、俄罗斯，歌剧融入每个
国家的生活是必然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
要培养市民喜爱
歌剧。例如，
通过在大

屏幕、
电视上播出高清歌剧录像，
已经获得大众瞩目。原创歌
剧，则可以考虑电视传播。其
次，要在艺术院校开设歌剧
专业，培养人才———如今，无
论上音、上戏都没有歌剧专
业。再者，要加强歌剧评论和
赏析，帮助市民走近歌剧。

首席记者 朱光

相!关!链!接

! ! ! !“抢救非遗必须得走到田野里去”、“网上
语录非我所写”……昨天，国内知名作家冯骥
才、余秋雨携新书亮相第二十九届北京图书
订货会，并与读者交流。其中，冯骥才带来的
是他奔波多年的“非遗”保护丛书，并表示已
收集了 /+亿字中国口头文学，却没有足够的
资金支持去整理出版，呼吁有品位的富豪们
能够救救口头文学。

冯骥才
有品位的富豪救救口头文学
年过七旬的冯骥才笔耕不辍。他带来了

总共 ))本新书，其中 -本是自己的作品，另
外 '本则是在他的推动和主导下出版的保护
非遗“三大工程”———《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
据库总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和《中
国唐卡文化档案》。
他介绍道，《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

目》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为各民族民间口
头文学专门编纂的、按民间文学规律分类分

层级编目、收录内容最齐全的作品目录，数字
化工程系统中包含 ))(0.万篇（条）故事、谚
语、神话、歌谣、史诗、叙事诗等。

“我们走访田间地头调查，调查结果经
过了专家的整理，近十年来，我们到手的资料
是 ,&亿字，目前已编纂完成了 -0--*亿字，
我们要是把 ,&亿字整理完了，可能会出 ,&

万字的一部书，将近一万册。”在谈到中国“口
头文学”保护面临的严峻局面时，冯骥才表
示，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特别的价
值和内涵，抢救非遗，必须得走到田野里去，
跟当地的老百姓融合，以他们的视角记录下
每一个民间文化。最终出版，还需要得到“有
品位的富豪的帮助”。

余秋雨
散文不能一上来就讲人生
收录了《文化苦旅》和《中国文脉》中最经

典篇目、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
散文》昨天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暨读者见面

会。余秋雨在现场与读者畅谈了三十年的创
作心得，以及近年来对人生、对中国文化的
新思考。
“尽管这本书很薄，才 ,&&多页，但是该

书对我来说是一个简缩版的文化成果”，余秋
雨说，“书中的篇目都由他亲自甄选，收录了
三十多年创作的代表作，这本书他不和别人
的书作比较，书中没有一篇是为流行和畅销
来写的。
“我尽管没有手机、不上网，但是我听说

网上每半个月就有‘余秋雨语录’出现，我借
这个机会告诉大家，那些句子不是我的”。余
秋雨在现场还特意澄清说，“尽管有些句子很
押韵，但思维方式不是我的，我也不写押韵的
散文。我想告诉大家，散文首先是质朴叙事，
讲得很有魅力，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做一点点
批判，而不能上来就讲人生、幸福、爱情等，这
就是散文的误区”。

驻京记者 鲁明 见习记者 潘子璇

"本报北京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