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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宅门》音乐民族化和地域化风格
■曹广壮 （保定学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摘　要］　电视剧音乐是音乐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电视剧音乐在其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随着电视剧的民族化和地域化的发展趋势，电视剧音乐也开始出现了民族化和地域化的创作

风格。电视剧 《大宅门》的音乐完整使用了特色浓郁的京剧曲牌和京剧打击乐，这使它在电视剧音乐民族化和地

域化风格创作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为之后的具有民族化和地域化特色的电视剧音乐创作树立了良好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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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集电视连续剧 《大宅门》以医药世家大宅门白家的

家道兴衰为线索，展开了一幅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老北京浓

墨重彩的图画。在浓郁的京腔京韵、变幻的乱世风云以及

地道的中医文化搭起的舞台上，京城商家大宅门白家各色

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豪情万丈的悲欢大戏。 《大宅

门》表现出的浓浓的京味让人觉得过瘾，它以错综复杂的

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可歌可泣的人生磨难、

深刻揭示了社会变迁、人性斗争、世相百态；它以众多个

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展现了 “宅门”中人性的复杂多

样和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从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背后传

达给观众，有历史人文的深度，是一部具有豪迈民族气势、

蕴含丰富的民俗知识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

一、电视剧 《大宅门》音乐创作的分析

《大宅门》比起其他的电视剧最大的不同就是所有插曲

和主题曲都是以京剧曲牌为主旋律。音乐具有很强的地域

性、民族性和时间性。京剧形成于１９世纪，是１８２８年以
后，各地地方戏进京，在汉剧、徽调等剧种不断地融合、

吸收的基础上，加上京音演化而形成的剧种。京剧是我国

优秀的传统艺术，是国家文化的精粹。《大宅门》作为一部

以历史和京城文化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是与京剧音乐无

法割裂的。 《大宅门》的曲作者赵季平先生介绍， 《大宅

门》的音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纯音乐，一部分是作

为背景音乐的京剧打击乐，要的就是京腔京韵。赵季平说：

“我是从民族民间音乐创作中走出来的，我认为中国音乐的

创作应该致力于发扬民族的东西，这是一个指向。”因此，

《大宅门》的音乐大量运用了京剧曲牌和京剧打击乐，而这

浓烈醇厚的京腔京韵也正是电视剧 《大宅门》音乐的一大

艺术风格。可以说民族化和地域化风格是这部电视剧音乐

的一大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部剧中，无论是人物的日常生活，

还是环境的转换变化，都需要音乐作交代。可以说如果没

有了音乐，尤其是京剧音乐，那整部作品就韵味全失。

内容上，剧中处处有京味儿的音乐。在 《大宅门》中

许多精彩的场面用的全是京剧曲牌，七爷一出场配乐是

【四击头】；白玉婷与照片拜天地时的配乐是 【柳青娘】；

七爷结婚的场面是 【大开门】……情感上，全剧共有包括

主题歌在内的２６段音乐旋律，在需要情感烘托、宣泄、表
达、酝酿的 “裉节儿上”出现，把画面语言无法表达的东

西充分表达了出来。

音乐将浓浓的民族气息传达出来，将电视剧的民族特

色更强化、更突出地表现出来。

二、主题歌 《大宅门》呈现民族化特色

作为京派的电视剧 《大宅门》，在片中无处不透着浓浓

的京味儿。无处不体现着这部电视剧的音乐所独具的民族

化和地域化特征。不论剧中的背景音乐还是人物念白，唱

腔都饱含着京腔京韵，尤其是涵盖全剧的片尾主题曲更是

如歌似戏。充分展示和呈现了主题歌浓郁民族化的特色。

这首歌的旋律正是吸收了京剧散板，采用了极有代表

性的民间音乐曲调、风格，整首歌曲充满深沉，又带有豪

情，加强了这部电视剧的民族特性，统一了整体剧作风格；

作品还运用配器等多种创作手段，对旋律进行丰富和发展，

配器中更是用到了 【急急风】这个京剧锣鼓经，借以突出

京腔京韵这一艺术个性，更深化了作品的民族化风格和地

域化特征。

主题歌的音乐气势宏大。音乐一开始就由高音１进入，
先声夺人，韵味十足的长音更是像极了京剧的唱腔。整首

主题歌旋律的速度，除了中间部分稍快，开始和结束的部

分都较为缓慢，多是一字多音，唱足了味道。主题歌体现

了整部作品的灵魂所在，体现了一种气势，一种白家人的

气势，一种京城人家的气势，一种中华民族的气势。

整首作品将西洋管弦乐与我国的民族音乐完美结合，

用西洋管弦乐作为音乐的铺垫，而突出了京剧的打击乐与

弦乐的旋律部分。音乐层次鲜明，主题突出，将民族的与

西洋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却更凸显了民族音乐的特点和

风格。结合演唱者韵味十足的演绎，使整首作品如歌似戏，

京韵满腔。也将主题歌的民族化和地域化特征展现得淋漓

尽致。

三、背景音乐突出地域化风格

作为中国的导演要想拍出中国味道的东西，就要对中

国的传统美学有很深的了解和造诣，毫无疑问京剧是这方

面的代表。郭宝昌导演认为现在的导演应该多下点工夫在

传统的文化上。这种运用绝非空穴来风，正是几十年来的

传统文化的积淀而成。

电视剧 《大宅门》，在反映清末民初的故事中使用京剧

音乐更符合这时候的社会气氛，而且在 《大宅门》中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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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场面郭宝昌导演用的全是京剧曲牌，七爷一出场配

乐是 【四击头】；白玉婷与照片拜天地时的配乐是 【柳青

娘】；七爷结婚的场面是 【大开门】……使用京剧音乐和

京剧打击乐作为这部电视剧的背景音乐，有利于发挥电视

剧的风格特征，结合了剧情内容，突出了时代特征。电视

剧 《大宅门》的背景音乐是由主题歌的主题乐思扩充发展

而成。主题音乐由京胡、打击乐和西洋管弦乐相结合。曲

中京胡的一弓一弦都透着浓浓的京味儿。京剧打击乐更是

顿挫有致，声韵铿锵。

《大宅门》是一部展现家族画卷的连续剧，剧中的人物

也极富个性。比如：主人公的妹妹白玉婷，音乐用京剧曲

牌 【柳青娘】展现白玉婷这个人物特点。这段曲牌是胡琴

曲牌，在剧中用京胡演奏，音乐是随着白玉婷的情感出现

而出现的，曲牌 【柳青娘】在剧中首次出现是在第二十六

集，是为了烘托了白玉婷第一次与万筱菊的正面接触和情

感表露场景。音乐伴着她细小而优雅的动作，充分表现了

她心中不被人所知的对于万筱菊的痴情与迷恋。

紧接着在第二十九集中，白玉婷的痴情已经无法压抑。

散戏后，她尾随万筱菊的车来到他家门口，看着他们一家

三口走进大门。痛苦的她靠坐在马车上，陷入了无限的幻

想。曲牌 【柳青娘】又出现了，幻想的甜蜜和现实形成反

差，在观众心中造成一种冲击，使人们对她的遭遇既是同

情又无奈。

在第三十五集中，人到中年仍然没有结婚的白玉婷，

决定与万筱菊的照片结婚，就在结婚这场戏中，这段曲牌

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这场戏一句话也没有，都是在

【柳青娘】的伴奏下进行的，然而正是这段京味十足的京剧

音乐，烘托了演员的动作，把白玉婷的人物形象、她的情

感细致地烘托了出来。可见京剧音乐用在合适的电视剧中

作为配乐，在烘托气氛上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电视剧开篇是本片的男主角白景琦降生的一场戏，在

这场戏中运用了锣鼓经 【四击头】，【四击头】是在老太爷

写琦字的第一笔时响起。在第十集中 【四击头】还运用了

一次，由于白景琦气走了几位老师，无奈家里又请了一位

季先生。当季先生第一次踏进白景琦家门， 【四击头】响

起。【四击头】在这两场戏的恰到好处的运用，配合剧情的

发展和人物的登场，不拖沓，不累赘，却准确地传递着重

要人物出场的信息。

还有电视剧的主人公白景琦在第三集中，白家的姑老

爷关少沂因自己的孩子意外被摔死在了白家，而怀恨在

心，要把小白景琦摔死，来一命顶一命。当孩子送到关少

沂手中那一刹那，起 【撕边】这一锣鼓经：三大件：空

空 呛；鼓：嘟……拉 空 八 （按） 【撕边】的音响看似简

单，但是分析起来是相当复杂的。因为音乐的起止、时间

的长短、力度的强弱以及锣鼓的疏密都需要演奏者随着人

物的动作而细致演奏。甚至演员的手势眼神、内心节奏乃

至细微的面部表情都要恰到好处地融入这锣鼓点中。京剧

锣鼓音乐在这里运用得很是成功，在这场短短１７秒的戏
中，鼓点的节奏变化表现了人物内心瞬息的变化和情绪的

跌宕起伏，而且这场戏还没有一句台词，细腻地烘托了人

物的情绪。

还有在第四集中，兵马司的朱顺奉命到白府来抓被人

诬陷的大爷白颖园，官兵在白家院中分列两行，十分威严。

当他跟老太爷交代完来意，从上房中推门走出时，音乐用

了一个 【四击头】，锣鼓谱如下：小锣：空 空 台 台 — 台

台 台 台 台 空；铙钹：空 空 才 — 才 才 才 才 才 空；大

锣：空 空 呛 — 呛 — 呛 — 呛 空；鼓：空 大 大 空 大 —

大 大大大大 空；板鼓：空 大衣 空 大 空 大 — 大 大大大大

空 （伸～～～）；念 法：大台 呛 — 呛 才 呛 才 呛 空。
为了调动观众的情绪，烘托场景的气氛，在这段戏份

中，【四击头】调整了它本身原有的节奏特点，放慢了速

度，制造出了一种严肃紧张的气氛，让观众也开始随着音

乐融入剧情之中。在这场戏中 【四击头】的灵活运用适应

着这个场景的氛围，和场景的气氛很好融合在一起。

这一系列的京剧曲牌和打击乐的运用，都恰到好处地

用在了电视剧的各个情景和气氛中。不仅在人物塑造、气

氛烘托、情绪渲染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展

现了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众多的背景音乐使全剧更加丰

富饱满，同时也展现了电视剧音乐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

和音乐独特的民族化和地域化风格特色。

运用了完整的京剧曲牌和京剧的打击乐作为背景音乐，

也是本片民族化和地域化风格特色的重点体现，也是民族

化和地域化风格在电视剧音乐上的大胆尝试。这些背景音

乐不仅丰满了剧情，同时也为主题音乐及主题歌提供了扩

展的空间，进一步烘托了本片音乐民族化和地域化的风格

特征。

四、结　语

电视剧 《大宅门》的成功，与其运用了具有民族化和

地域化风格的电视剧音乐这一原因是不可分开的。广大的

电视观众，已经把好的电视剧与好的电视音乐视为不可分

割的艺术整体。电视剧音乐已日趋形成视听艺术中一个与

电影音乐并存的新的音乐艺术支脉。《大宅门》完整地使用

了民族化和地域化特色浓郁的京剧曲牌和京剧打击乐，并

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电视剧音乐在民族化和地域化的

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以往有不少电视剧音乐运用

民族化地域化风格的音乐作为创作素材，但是像 《大宅门》

这样选用完整的京剧曲牌、京剧打击乐曲牌作为电视剧音

乐创作素材的并不多见，而且还可以将电视剧音乐与画面、

故事情节和艺术风格很好地融合起来，并在塑造人物、渲

染场景情绪、气氛等方面呈现出了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大宅门》的音乐创作开创了民族化与地域化音乐风格的典

范。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电视剧配乐提供了新的、更贴切的

音乐风格。也使电视剧音乐在民族化和地域化的创作道路

上有了里程碑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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