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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电影《铡刀下的红梅》唱腔音乐分析
■周景春 （菏泽学院，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０１５）

［摘　要］　豫剧电影 《铡刀下的红梅》是小皇后豫剧团为建党９０周年倾力打造的优秀剧目，音乐和唱腔是由著
名豫剧作曲家王豫生设计的。在不脱离豫剧韵味的基础上，王豫生将民歌、说唱及其他戏曲剧种的某些旋律融进

唱腔音乐中，使音乐凸显出清新的特点。剧中的唱腔音乐结合故事的发生地，巧妙地运用了山西民歌 《交城的

山，交城的水》的旋律做全剧的音乐主题，贯穿全剧的发展。另外，音乐还汲取了河北民歌、京剧、河南坠子等

姊妹艺术的营养成分，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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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剧电影 《铡刀下的红梅》是河南小皇后豫剧团为建

党９０周年倾力打造的优秀剧目。该剧在拍成电影前已凭实
力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认可，曾荣获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中宣部第九届 “五个一工程”优

秀作品奖。小皇后豫剧团的团长王红丽凭借对剧中刘胡兰

的出色演绎，二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另外，小皇后豫

剧团曾带着本剧远赴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演出，深受观众欢迎。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其中的音乐设

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和唱腔是由著名豫剧作曲家

王豫生设计的。王豫生有着深厚扎实的豫剧创作功底，同

时善于汲取姊妹艺术的营养。在唱腔中，山西民歌 《交城

的山，交城的水》的主题音乐贯穿全剧，主题音乐与豫剧

完美结合，达到珠联璧合的程度。此外，剧种的唱腔音乐

还吸收了河南坠子、河南曲剧、京剧、评剧等姊妹艺术的

长处，并将其结合故事的背景融入豫剧唱腔或音乐中，给

整个音乐唱腔注入了清新的元素与活力。本文围绕上述两

点介绍一下该剧的唱腔音乐设计。

民歌主题贯穿全剧

豫剧电影 《铡刀下的红梅》描写的是１９４７年，少女刘
胡兰不幸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于铡刀下英勇就

义的英雄事迹。故事发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王豫

生将著名的山西民歌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用作该剧的

音乐主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该主题旋律从片首曲开始

出现，在故事的进展中结合不同场合、不同的情绪表现及

人物的心理变化，适当进行变奏，并结合河南豫剧的风格

特点贯穿全剧的发展，起到美不胜收的艺术效果。

民歌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是简单的山下句结构，

具有典型的山西音乐风格。影片 《铡刀下的红梅》共有九

场戏，此民歌主题多次出现，贯穿全剧。加上片首曲和片

尾曲，主题音乐共出现１５次。每次主题出现都结合剧目所
要表达的具体情节内容及人物情感背景或将主题进行变奏。

片首曲中运用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 （下文简称主

题音乐）的整体音乐旋律稍微精简，全乐队演奏，配以打

击乐的烘托，预示了该剧恢宏大气的主旨，也点明了作品

的革命性。乐队演完，为女声独唱，以音乐主题与豫剧的

旋律相融合，山西民歌主题与豫剧的旋律交相辉映，相得

益彰。片尾曲与片首曲相同，强调了作品的主旨。而片中

还有几次使用该主题的整个旋律都结合剧情进行了变奏或

变化处理。

第一场戏中，村长和玉嫂就义。外面寒风凛冽，大雪

纷飞，奇寒无比。刘胡兰进庙前看到村长的尸体，毫不犹

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袄盖在村长身上，捡起村长带血的头巾

抱在怀里。此处的背景音乐用主题音乐的整体旋律，与本

影片的片首曲相同。在打击乐的烘托下，全乐队演奏，表

现烈士献身革命的悲壮与恢宏大气，同时也体现刘胡兰看

到逝去的先烈，无比悲愤的心情！

第二场戏中，为了表现夜晚的安静及少女刘胡兰恐惧

的心理，乐队轻轻地奏出主题旋律。在呼啸的风声衬托下，

主题音乐的下句渐强出现作为刘胡兰演唱的前奏。刘胡兰

的唱腔 “粉身碎骨不低头”结束后， 《共青团团歌》的前

两句出来，以主题音乐的下句结尾变奏奏出，音乐衔接自

然，激情四射，极具感染力。

第三场戏中，主题音乐出现三次。顾长河出场时，主

题音乐的下句作为其演唱的前奏。刘胡兰给顾县长讲她从

小没妈、奶奶养育她的故事，所以说辫子是奶奶的。道白

时，为了衬托无限的回忆之情和无比的深情，乐队用深情

的主题音乐再次奏响主题音乐的变奏形式。当顾县长答应

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刘胡兰高兴地跳起来，音乐主题欢

快地奏出。为了充分表现出刘胡兰即将加入中国共产党难

以掩饰的欢喜心情，乐队演奏的速度很快，十分轻松活泼。

有时候为了表现特定的场景，也用独唱或合唱来表现

主题。例如，第三场到第四场转化处，女声清唱主题民歌

的第一段歌词，由演唱主题转换至下一场。

第五场开头，乐队模拟出呼啸的寒风声和伴奏旋律融

合在一起，女声伴唱加独唱代表群众交代故事的背景及进

展， “漫天风雪卷平川……寒凝大地奈何天”。合唱重复

“寒凝大地奈何天”时，用的是主题音乐的下句。这次主题

音乐的演唱，演员饱含激情与爱怜，表达乡亲们心疼刘胡

兰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

刘胡兰由于顽皮，气了奶奶，跟奶奶道歉。“奶奶，奶

奶呀，……胡兰子我惹你生气太不该”一句的演唱，用了

主题音乐下句的变奏处理，是亲切温柔的风格，加上王红

丽用撒娇的语气，表现小姑娘的可爱聪明。接着伴奏用了

主题音乐的下句，结束感很强。

刘胡兰与奶奶刑场告别前的唱段中，“……胡兰子有多

少心事要对奶奶聊……”巧妙地将主题音乐下句的前半部

分嵌进整个唱段中，显得亲切以及对奶奶的难分难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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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奶奶剪辫子那段唱中，无限深情地告诉奶奶 “念儿

把它贴在心上”，下面的 “就好像儿为奶奶抚胸膛……”

把主题音乐的下句放慢了速度，表现出刘胡兰对奶奶无比

深情的爱。

结尾处，刘胡兰铡刀下英勇就义。乐队引奏出主题旋

律，合唱团用哼鸣唱出主题旋律。表现出群众对刘胡兰的

哀悼之情，也为更好地塑造出刘胡兰的革命英雄形象起了

很重要的作用。

主题音乐还多次出现在唱腔的前奏或间奏中。

顾长河出场时的一段唱腔，运用了主题音乐的下句作

为顾长河唱腔的前奏。

第八场，刘胡兰与奶奶在敌人面前相见，这里有段奶

奶心碎肠断的一段唱。开头一句 “紧紧将儿怀中抱……”

的前奏中揉进了主题音乐下句的后半部分，很低沉的风格。

刘胡兰的唱腔 “……祝愿好奶奶福大寿高后”前，主题音

乐的下句做前奏，深情无限地引出唱腔 “奶奶你擦干眼泪

听儿讲……”

除了主题吸收山西民歌的旋律外，王豫生在电影 《铡

刀下的红梅》中还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山西民歌 《想亲亲》

和河北民歌 《小白菜》。这两首民歌的出现给人极其自然的

感觉，在影片中都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山西民歌 《想亲亲》为小孩万甫仁去相亲的路上清唱

的，既符合人物的心理特征也能表现出故事的地域特征。

河北民歌 《小白菜》是奶奶要剪辫子时，刘胡兰急中

生智唱出来的，她用歌曲的感染力使奶奶感动。由于刘胡

兰的人生经历和小白菜非常相似，奶奶听完触动伤心事，

哭着停手，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成功吸收说唱音乐及姊妹剧种的旋律音调

京剧的唱腔、河南坠子的旋律、河南曲剧及评剧的一

些腔调都被王豫生巧妙地融入影片的唱腔中，与豫剧水乳

交融般融为一体。这些民间音乐素材为影片的唱腔音乐注

入了新鲜血液。

刘胡兰在庙外面的唱段：“玉嫂啊，你教我要为理想去

奋斗”以及在刑场与奶奶告别时唱的 “你为儿等门闭户熬

通宵”这两句唱腔都是将河南坠子的典型旋律风格融进豫

剧唱腔中。特别是王红丽在演绎 “等门闭户”一句时，

“门”字用歌唱高位置的哼鸣，韵味十足，声情并茂，具有

很浓郁的说唱音乐的韵味。刘胡兰气了奶奶，奶奶骂刘胡

兰时的一句 “狗二爷上轿不受抬”也是河南坠子的风格。

刘胡兰和奶奶在刑场告别时，刘胡兰唱完第一句 “好

奶奶，亲奶奶……咱祖孙有泪不能在敌人的面前抛”后奶

奶的唱段 “紧紧把儿怀中抱”，奶奶的唱腔音乐及伴奏中运

用了河南曲剧的旋律音调，极具悲剧伤感的色彩。跟豫剧

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和豫剧又合为一体，给听众无

比清新的感受。

片中的特派员是一个十分圆滑的阴险人物，在对他的

唱腔设计中，王豫生借鉴了京剧、曲剧、评剧等姊妹剧种

的一些旋律特点，使诸多看似矛盾、不同的民间音乐形式

统一在豫剧的总体风格当中。京剧、曲剧、评剧等风格短

暂出现后，马上回到豫剧的旋律线上。在特派员对胡连长

的一段唱腔中，“……谈什么自白再转生”一句的京剧唱腔

的借鉴，加上突出运用京胡的音色，京剧的特点非常鲜明。

后面 “休用残暴结怨恨，对百姓要晓以礼，要施以仁，要

用那耐心细心菩萨的心，一心一意地笼络人”具有河南曲

剧的特色。到 “……先要赢得民心”一句，加上伴奏的旋

律音色，又有平剧的韵味。特派员对刘胡兰的唱腔中 “你

好似出土的竹笋娇又嫩，你如同出水的芙蓉清又纯”，京剧

和评剧糅合在一起。“芳龄豆蔻花似锦”拖腔处则是运用明

显的京剧特点，“……不幸被妖孽迷本性，可惜啊”，也是

京剧的韵味，到 “迷路的羔羊失灵魂”又回到评剧的特点

上来，到结束句 “我劝你回心转意”，唱腔回到豫剧的主题

上自然地结束。尽管特派员的唱腔中融入众多姊妹艺术的

旋律音调，由于这些旋律音调并不是生硬地套用过来，而

是结合豫剧的特点融进豫剧中的，观众听起来并没有脱离

豫剧的大方向，只是觉得新鲜，有其他剧种的风味。这些

综合剧种的糅合运用，加上王兴刚的精彩演绎，扎实的演

唱功底，用真假声结合的演唱及道白，表现出特派员的老

奸巨猾与阴险凶残的本性。

刘胡兰了解到敌人也在找顾长河时内心激动的唱腔，

“掩不住心头暗喜，特派员一语漏天机”，前面也是京剧的

韵味，到 “漏天机”回到豫剧的主线上来，重复最后一句

则是更加强调了豫剧的主题风格。

总之，豫剧电影 《铡刀下的红梅》中的唱腔音乐，巧

妙地吸收了其他民间音乐的旋律音调。山西民歌 《交城的

山，交城的水》的旋律为音乐创作的主题，王豫生根据剧

情表现及人物特点的需要，或延伸或缩减主题旋律，恰当

地进行变奏处理。主题共１５次出现，时而融进人物的唱腔
中，时而嵌入合唱中或唱腔的前奏或伴奏中，起到贯穿全

剧的作用。山西民歌的主题旋律与河南豫剧的风格完美地

糅合在一起，新颖而独特。对于塑造刘胡兰丰满的少年革

命英雄形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还将河北民歌

《小白菜》及山西民歌 《想亲亲》由剧中的人物适时演唱

出来，自然流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河南曲剧、河南坠

子及京剧、评剧等姊妹剧种的部分音调也被吸收融进剧中

的唱腔及音乐中，具有清新优美的感觉。而这些姊妹音乐

也只是主题音乐的点缀，不会使整个旋律线条脱离主题音

乐，更不会使整体音乐风格脱离豫剧的韵味。正应了左奇

伟说的， “不管什么剧种、什么音乐、什么歌，用到豫剧

上，用好了，用的得当都姓豫”①。

注释：

① 左奇伟：《谱写时代的旋律———让现代豫剧唱法科学化、声乐
化》，《河南戏剧》，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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