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0 月，
國家大劇院原創歌

劇《駱駝祥子》完成了
在意大利13天 5座城的
巡演，演出吸引了西方
歌劇界的目光，並贏得
了當地觀眾的一致好
評。「這種演出就是成

功的文化出海。它講述的是中國的故事，使
用的是美聲的唱法，並且達到了國際一流的

水平，這樣人家就會更加尊重和認
可我們的文化。」莫華倫說。

作為香港歌劇院的藝術總
監，莫華倫也在積極籌劃
新經典。「今年是浦

契尼逝世 100 周
年。為了紀念

這 位 歌
劇 大

師，我們要做一個
全新版的《杜蘭
朵》。」莫華倫透
露，新版《杜蘭
朵》中巧妙融入了
中國京劇青衣的表
演，以及京劇打板
的間奏，從而更好

地表達這個中國歷史上的故事。
「《杜蘭朵》是中國的故事，我們更有義務把它講好講

透，而且是用我們中國的藝術形式。」莫華倫說，之前的
《杜蘭朵》都是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國。從服飾到表演，甚
至是演唱，我們都完全可以做出一部更加正宗的中國版
《杜蘭朵》。
莫華倫表示，自己還在籌劃一部講述「香港故事」的新

歌劇，屆時將運用粵語和美聲進行表達，並以此讓全世界
都看到更加立體的香港文化和香江故事。

寄語年輕歌者錘煉內功把握機會
在歌劇藝術人才輩出的同時，競爭與生存的壓力也存在

於每一個年輕歌者的心際。「誠然，從全球範圍來看，歌
劇院的數量並不算多。很多表演的機會，可能有上

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去競爭。這意味着年
輕歌者要堅持下去並不

容易，但同時這也要求年輕人不斷錘煉內功，做到最好的
自己。」
「年輕的歌者一方面要在語言上不斷提升自己，另一方

面要多聽多看音樂現場。」莫華倫表示，年輕人一定要珍
惜每一堂課、每一次演出，每一個時刻都要全力以赴、好
好把握。只要不斷加強學習，就一定會有出路。
莫華倫還表示，事實上歌劇藝術門類眾多，不一定每一

個人都要成為歌劇演員。很多年輕人未來還可以從事歌劇
藝術教育工作。因為音樂不僅是一門技藝，更多的是一種
內在修養。而歌劇藝術的修養，對於任何人特別是年輕一
代而言，將會受益終生。

新版《杜蘭朵》致敬大師百年
正籌劃「香港故事」新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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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座無虛席。在「歌劇之
王」多明戈的介紹下，「中國三大男高音」
莫華倫、魏松、戴玉強登上了當晚的舞台。
這是慶祝英國女王登基 60 周年的皇家晚
會，也是匯集了全球頂尖藝術家的藝術盛
宴。莫華倫回憶道：「我們當時演唱了兩首
歌曲，一首是西方經典《我的太陽》，另一
首是我們中國的民歌《鳳陽花鼓》，現場觀
眾非常喜歡，我們的表演也成為全場唯一得
到英國女王亮燈致意的節目。」

華人歌唱家在國際舞台獲大獎
一直以來，歌劇都被譽為「藝術皇冠上的

明珠」。同時，因其體量龐大、運作精密，
還被稱作「藝術航母」。可以說，在音樂藝術領域，歌劇作
品的唱作水平、出海狀況，堪稱一項極具說服力的標尺，彰
顯着一國在現代高雅藝術方面的軟實力和影響力。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國際歌劇舞台上的中國歌唱

家，甚至華裔，都屈指可數，更遑論成規模、有影響的出海
演出了。」莫華倫說，經過40多年的快速發展，伴隨祖國的
強盛壯大，我們的文化也日益受到全世界的矚目。如今，在
國際舞台上的青年歌劇藝術家中，來自中國的非常多，而且
我們華人歌唱家越來越多地斬獲各種比賽的大獎。
近年來，中國音樂藝術出海愈發活躍。2022
年10月，國家大劇院原創歌劇《夏日彩
虹》落地65家海外電台，受到海外觀
眾熱烈歡迎。國家大劇院製作的經
典歌劇《採珠人》《水仙女》
《愛之甘醇》等也都在海外取
得了不俗反響。2023年2月，
國產音樂劇《翻國王棋》以版
權輸出的方式走入韓國音樂劇
市場，這也意味着中國音樂劇
版權首次出海。

文化出海仍有提升空間
「一方面，我們要看到中國音樂

藝術出海取得的喜人進步。另一方面，

也應看到努力和提升的空間。」莫華
倫表示，現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我們
的團體組織演出團隊，到海外租賃場
地，觀眾也以當地華人為主。如果能
夠以受邀的形式去海外演出，且得到
當地觀眾的關注與欣賞，那將在文化
出海領域邁出更大的一步。
他續說：「我們的國粹京劇、昆

曲，還有像日本的歌舞伎Kabuki，都
是真正成功出海的典範。它們都能在
外國的國家級舞台上收穫滿堂彩，且
不斷受邀進行表演。這就說明這些藝
術形式真正打動了外國的觀眾，在藝
術上贏得了外國人的尊重。」
從2012年起，莫華倫、魏松、戴

玉強開始全球巡演。從倫敦到悉尼，從紐約到科隆，「中國
三大男高音」高亢嘹亮的聲音幾乎唱響全世界。所到之處，
無不受到當地觀眾和演藝界的高度關注和熱烈歡迎。這一巡
演也成為中國歌劇藝術出海的一次成功範例。「我真心希望
能有越來越多的國產歌劇和華人歌劇演唱家走向國際，受到
外國藝術界的欣賞與尊重。」莫華倫說。

做到一流水平才贏得國際認可
談及歌劇藝術出海的前景，莫華倫直言，各方面應該高

度重視並把握好民族音樂與西方音樂、原創歌劇和經典歌劇
這兩對關係。「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把民族的藝術做好
就可以了，這其實大錯特錯。」他認為，只有將
歌劇、芭蕾、交響樂這些國際認受度較高的藝
術形式，發展到國際一流水平，我們才能更
好地跟國際藝術界對話，才能讓對方更加尊
重和認可我們的民族藝術。
「另一個矯枉過正的做法是扎堆似地湧
入創新劇作的潮流，而忽視了傳統的經
典。」莫華倫說，原創沒有錯，但只做原
創，忽視錘煉經典劇作，將影響到藝術水平
的提升。「我希望在歌劇院裏，今天演《卡
門》，明天演我們的原創劇目，後天演《杜蘭
朵》，大後天又演新編作品，這樣五五開，才符

合提升歌劇藝術水平的規律。」

香港助力中華文化輻射全球
除了身體力行將「中國聲波」唱響世界各地，作為全國政

協委員，莫華倫還積極建言獻策，特別對於香港如何助力中
華文化「走出去」，莫華倫一直有自己的思考和見解。
近幾年來，香港為文化藝術交流提供平台、持續拓展與海
外文化機構的合作聯繫，藝術文化交易呈現噴薄之勢。莫華
倫認為，應當利用香港獨特優勢，加強文化交流，輸出中國
文化走向國際，助推藝術成果的轉化。同時，應當加強香港
與內地的交流，以期進一步了解祖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強
民族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香港的文化演出審批相對快
捷，可考慮多在香港進行演出，利用香港的平台和資源讓內
地更多優秀的作品得到展示。」他表示，可以利用香港作為
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讓更多優秀的文化作品在全世界
展示。
在莫華倫看來，香港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如今更日益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樞紐和世界文化交
流的高地。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加強香港與內地及海
外的交流合作、資源互補，利用香港國際化的優勢，必將助
力中華文化輻射全球，也讓世界更好地了解日益繁榮的中
國。
針對香港演出市場在空間上的有限性，他建議，應當通過
合作交流的形式，讓香港藝術團在粵港澳大灣區試點，進而
讓內地觀眾欣賞到香港的演出，也讓香港的藝術團親身體
驗、了解內地的市場及觀眾喜好，為雙方更多的合作奠定基
礎，同時也能讓香港青年在內地發揮價值、尋找獲得感，並
激發香港的「文化活力」，全方位推進中華文化在港澳台地
區的傳播和影響。

2012年，英國舉行了一場倫敦奧運會「北京文化周」特別

活動。當時，中國三大男高音受邀現場獻唱。在演出上半場，

他們演繹了《托斯卡》《桑塔露琪亞》《今夜無人入睡》等西方經

典。而到了下半場，悉數都是中國民歌，比如《康定情歌》《在那

遙遠的地方》等等。

「上半場，西方觀眾很熟悉，也聽得很入耳。切換到下半場，他

們更覺得驚艷，因為那完全是另外一番風景，他們也都非常喜

歡。」莫華倫笑着回憶，用美聲唱法去演繹中國歌曲，的確會產生

特別的效果。「因為外國觀眾熟悉美聲，你一唱，他們就知道你的

發聲部位，就能判別你的演唱水平。所以，用美聲更能提高我們民

歌在外國觀眾心中的認受度。」

一直以來，不論去哪裏演出，只要條件允許，莫華倫都會現場演

繹至少一首中文歌曲。從《茉莉花》到《祖國，慈祥的母親》，莫

華倫用一切寶貴的機會，向世界展示着民族音樂的美妙與特色。

「於我而言，這些歌曲飽含了我對祖國的熱愛。對於外國觀眾而

言，他們則領略到了中華文化的無盡魅力。」

伴隨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影響也日益擴大，文化

藝術出海蔚為壯觀。這其中，用歌劇講述中國故事，讓中國聲波傳向世界，

成為尤其引人矚目的現象。近日，香港文匯報專訪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中國

音樂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主席、香港歌劇院藝術總監莫華倫。作為中國歌劇

藝術出海的領軍人物，莫華倫表示，香港正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樞紐和

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地。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加強香港與內地及海外的

交流合作，必將助力中國文化輻射全球，也讓世界更好地了解日益繁榮的中

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莫華倫在香港歌莫華倫在香港歌
劇院慶典音樂會中劇院慶典音樂會中
演出演出。。

●莫華倫 2008 年
獲法國政府頒發「法國

藝術騎士勳章」。
●莫華倫演繹《卡門》。

●●20162016年年，，中國三大男高音歌唱家與澳洲藝術家在中國三大男高音歌唱家與澳洲藝術家在
悉尼歌劇院的慈善音樂會上共同演唱悉尼歌劇院的慈善音樂會上共同演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文化出海文化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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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華倫曾兩次獲頒意大利之星勳章。

特寫

「只要海外演出
一定唱中文歌」

中國音樂藝術出海成功範例
2012年7月，英國舉行倫敦奧運會「北京文化周」特別活動，中國三大男高音受邀獻唱。
2015年10月，國家大劇院原創歌劇《駱駝祥子》在意大利進行13天5座城巡演。
2022年10月，國家大劇院原創歌劇《夏日彩虹》落地65家海外電台，受到海外觀眾歡迎。
2023年2月，國產音樂劇《翻國王棋》走入韓國市場，中國音樂劇版權首次出海。
2024年8月，深圳原創舞劇《詠春》在倫敦沙德勒之井劇院連演12場，收穫好評無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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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華倫在大師課上指導年輕歌者。

●國家大劇院原創歌劇《駱駝祥子》2015
年在意大利巡演。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