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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京剧音乐创作的现状出发，谈到了其为什么要创新，不创新又会怎么样以反如何创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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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剧音乐创作的现状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近年来京剧艺术得到了很大发

展。从1990年底举办“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至1994年底举办

“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到连续举办三届“中国京剧艺

术节”，通过举办这些活动，京剧艺术深厚的传统得到传承，新剧目

的创作得以繁荣。仅这两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全国京剧院团每年新

排剧目在百出以上，新剧目的创作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涌现了

一些优秀剧目。但是。由于戏曲音乐在戏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创

新发展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一个剧目乃至整个剧种的艺术风貌。

因此，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与会者也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近十多年

来，新剧目创作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却始终处在量变之中。中

国京剧院著名作曲家张建民认为，这些年来，京剧艺术尽管有一些

革新创造，但并未达到质的飞跃，还缺乏能代表这个时代，并且有脍

炙人口的唱段可流传的经典剧目。不少专家认为，当前京剧音乐创

作的基本倾向是偏于保守。作品面貌显得陈旧。缺乏深刻有力、并且

可以构成剧种建设“有效积累”的艺术创造。对于这种现状，戏曲音

乐理论家、江苏省剧目工作室主任汪人元指出，这种保守，既有观念

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创造性的实力不足。一方面我们对优秀传统的

认识、继承不足，更多则是匆忙之中得失与成败参半的创作呈现；另

一方面则是我们失去了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对戏曲音乐事业

的大量投入。今天创作队伍的数量与质量与事业发展之间的距离一

直是在不断扩大。与会专家认为，正确地认识当前京剧音乐的创作

现状，针对创作中的薄弱环节，制定相应的策略，对于促进京剧艺术

的创新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二、为什么创新?不创新会怎样?

对于一个剧种．如果没有市场．没有观众，不受大众喜爱，它将

面临萎缩，当今的一些流行音乐，甚至没有学院派的承认而他却走

红。因为他贴近现代人生活，符合人们快节奏生活中的需求，再比如

相声，为什么越来越乏味，有的甚至低级让人看了厌恶，而郭德钢虽

不是相声名师之徒，却大胆的创新相声表演形式，尽管还不是十分

完美，但他却大胆向传统相声挑战，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而京剧如果

还保守住五大件单调的乐器伴奏，单一的声部，唱功再好，长长的拖

腔，使人听了不想听，感觉罗嗦，尽管你是民族之宝，国翠也罢，大众

不喜爱，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效益，尽管国家在政策上倾斜，经济

上扶持。许多剧团仍经费有限，有些卓有成效的创作家，有才华的人

才将流失，京剧的唱、做、口念、打，必须经过多年的艰苦训练，为何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却不如通俗歌手走红，有些喜爱文艺的，

趁早学音乐，这就是戏校为何招收不到好苗子的原因之一。再不创

新京剧将成为高高在上的文物，成了一件摆设，我民族的艺术之花

将凋谢、萎缩。

三、怎样创新7从哪些地方突破?

“样板戏”的音乐刨新实践，新文艺工作者的加盟，现代作曲技

法的引进，极大地推动了京剧音乐表现方式的革新与创造，把古老

京剧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比如：以塑造人物为音乐形象的出发

点，追求音乐节奏与整体舞台节奏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物唱腔的性

格化、体现音乐的时代感。这种着力于音乐创新中带有根本性的突

破，促进了戏曲中音乐性与戏剧性的有机融合。极大地拓展了京剧

音乐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尤其是，如主题动机、和声、曲式、复调、

配器等现代作曲技法的成功运用。如《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一场

戏，开场自音乐“3——23”f 5——f 53 57 6⋯⋯，圆号声使入仿

佛看到的是茫茫雪原。杨子荣唱腔“穿林海，跨雪源”。中西混编乐队

配制的音响效果所产生的听觉冲击力和强烈的震撼力；极富艺术创

造力的前奏曲、幕问曲等器乐曲的写作；乐队在音色、音区、音域上

的对比，多声部和声织体的立体呈现等诸多方面艺术表现的拓展，

都是全新的创造。这些创造使古老的京剧达到了一次艺术上质的飞

跃，“样板戏”音乐创新成就对于京剧音乐的创新发展具有里程牌式

的意义，使人百听不厌，成为艺术的经典。

四、哪些因素阻碍着创新。怎样突破?

对于京剧创作人才来说，编剧、导演、舞台美术等方面虽然都存

在着人才短缺的问题。但音乐创作人才的短缺显得更加严峻。六、七

十年代培养的作曲人才，觋在成为了支撑当代京剧音乐创作的中

坚，但他们大都年届花甲，甚至有的已逾古稀。环顾四野，放眼搜索，

30至40岁年富力强的接班人，更是寥若晨星。卓有成就作曲家的

年龄老化。中年作曲人才的断档，青年人才的不断流失，戏曲学院作

曲专业的生源的不容乐观，所有这些，成为了与会代表最感忧虑的

问题。京剧音乐博大精深，积淀丰厚，作曲者首先需要吃透传统。不

仅要熟悉不同声腔、曲牌、板式、调式等京剧的基本程式，还应了解

不同行当、不同流派唱腔的风格，以及不同演员的艺术个性；传统京

剧的各种锣鼓经也必须烂熟于心。与此同时，作曲者还必须掌握现

代作曲技巧，具备高度综合的能力。因此，培养一个合格的京剧作曲

人才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与创作人才相关的是乐队的队伍建设问

题。现在大多数院团没有一个能胜任创作剧目演奏任务的基本乐队

建制。因此不少作曲家在实际创作中，时常要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作曲家的创造性。

当今的体育界经常有某球队与大企业、大商业集团联合借助于

经济实力，而企业则借助广告、媒体宣传产品，相互衬托，使得体育

的发展处于良好的循环，试想如果京剧也能开辟历史的道路，如：央

视的空中剧院或某剧团是否也能与著名的或当地的企业、商家联

手，使京剧也能处于良好的循环发展中不断创新出优秀的作品，跟

上时代的步伐，得到大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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