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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音乐是京剧区别于其它戏曲剧种的重要标志．它主要 

由唱腔 、器乐伴奏和韵 白三部分组成 ．其中唱腔又是塑造人物 

音乐形象的主要手段。二百多年的京剧发展史．也是京剧音乐 

纵向继承与横向借鉴相结合的发展历史。作为唱、念、做、打之 

首的唱腔音乐．是历经了“徽秦合流”、“徽汉合流”和吸收“昆腔 

艺术”逐渐发展演变而来。它博采众长、吸收其他地方戏曲的优 

长和特点 。勇于吸收创新 ．不断 自我完善 ，才在京剧发展史 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京剧发展至今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一方面保持 

了京剧音乐稳固的历史继承性．使优秀的京剧传统得以持续伸 

延 ：另一方面 ．京剧音乐 同其它剧种音乐之 间又进行 着经常性 

的交流 ．相互不 断吸取营养 ．同时京剧音乐还力求融 会和吸收 

其他艺术乃至外来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为 己所用 ．不 断充 实和 

完善其艺术表现力 

上世纪 60年代．京剧现代戏的创作为京剧音乐的进一步 

丰富发展做出了新的探索。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 

《六号门》《黛诺》《节振国》《箭杆河边》《红嫂》《草原小姐妹》《柯 

山红 日》《智取威虎山》《红岩》等等，这些现代戏的音乐创作借 

鉴了西洋歌剧音乐体裁形式，创作出前奏曲、幕问曲、幕尾曲、 

插 曲、背景音乐等等。在统一音乐形象 、烘托剧情气氛等方面产 

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为表现现代生活．运用京音调值改造“湖 

广音”．并使京剧声腔 IZl语化 ．增强 了剧 中人物形象 的艺术表现 

功能和新 的生命力 这一期间创作出一些脍 炙人 El的唱段 ．有 

些已经成为经典 ．至今在观众中广为流传 

从文革时期的“革命京剧现代戏”到新时期几部成功的新 

编历史剧．京剧作曲家们创作出的京剧唱腔音乐对传统的京剧 

音乐进行了历史性的拓展和变革．使其成为中国京剧音乐发展 

的一个新的重要标志 

一

、
“革命京剧现代戏”音乐唱腔创 作借 鉴了西洋音乐的创 

作手法 

西洋音乐经历了几 百年 的发展 ．形成了 自己独立的科学 

的创作手法和创作体系。在西洋歌剧 中。每个人 物都 有 自己的 

“咏叹调”．用来表达和塑造人物性格和形象 “样板戏”作品借 

鉴西洋歌剧的这一做法 ．给剧中主要人物配以主题音乐．使主 

题音调在剧中贯穿使用。如《龙江颂》中表现农村妇女党支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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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江水英的音乐主题，《磐石湾》中表现民兵连长陆长海的动 

机式的音乐 主题 ，《杜鹃 山》中柯湘 的人物音调 既显得清新 刚 

劲．英姿勃勃．带有当时赋予英雄人物所规定的色彩，又于低音 

迂 回中突出了她坚毅深沉的性格特征 同时剧 中又采取一些作 

陆技术手段 ．将音乐主题音调做进一 步的分裂和变化 ．运用到 

唱腔过门和唱腔旋律当中．达到人物音乐形象的高度统一 柯 

湘主题 音调 的贯穿应用 ．就是随着剧情 的发展 ．矛盾 的揭示 ．人 

物情感 的变化等需要逐渐进 入 ．不断深化。柯湘 主题音调最早 

在序曲中呈现 ．表现柯湘一位女共产党员刚毅 、坚强 、果敢 的英 

雄形象。紧接着柯湘的第一场《无产者》、第三场《家住安源》《黄 

连苦胆味难分》这几个唱段 中都使用了她的主题音调。这时主 

题音调是作为一种渗透运用在过门及旋律片段中 到了第五 

场 ．全剧矛盾 冲突达到顶 峰，柯湘在复杂严 峻的斗争形势 面前 ， 

内心极度纠结，《乱云飞》成为揭示矛盾及人物性格的重要唱 

段 为了刻画人物此时的内心状态 ，在前奏 、间奏及 唱腔旋律 中 

主题音调都做了很大发展．使唱腔音乐人物情感都得到了充分 

展现 ．它成为京剧现代戏 唱腔主题音调贯穿发展的成熟标 志。 

西方音乐主题贯穿思维及创作手法与中国京剧音乐传统形式 

有 机巧妙地相结合 ．是京剧形成以来音乐 唱腔发展 的一次重大 

突破 。 

二 对歌曲写作手法的借鉴 

“革命京剧现代戏 ”所反 映的是现代人们的生活 ，其 唱词是 

根据剧 中的内容运用现代语言 的新诗格律进行创作 的。时代的 

变化要求音乐唱腔也要具有新 的特征 ．以适 应现代人的审美情 

趣和欣赏习惯 “革命京剧现代戏”作品中的一些唱段在保持传 

统固有的程式结构基础上．借鉴和采用了歌曲体裁的写作手 

段 ．改变 了传统京剧唱腔音乐不断重复上下旬而带来 的呆板 现 

象．以加强唱腔整体音乐结构的条理化。如《龙江颂》中的《一轮 

红 !El照胸间》唱段，这个唱段共八个腔句 ，四个上下旬，采用【西 

皮原板】，它以传统京剧唱腔以上下旬为单位的“结构群”为基 

础 ，借鉴和采用了歌曲 ABA。三个段落的结构形式，进行了新 

的组合 ，使唱腔节奏明朗、匀称 ，旋律抒情 ，听起来别有一番新 

意 另外 这几出“革命京剧现代戏”作品中，还借用了歌曲音调 

作为主要人物的主题音乐或揉合到唱腔旋律当中。如《智取威 

虎山》中将《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杨子荣的主题音乐，剧中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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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用《i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其 主要音调 。《海港》全剧 中贯穿了 

《国际歌》的音调。表现抗日时期的现代戏《红灯记》中，选用了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历史歌曲《大刀进行曲》的音调，作为全剧的 

音乐主题 还有一些作品的唱腔中借用了歌曲音调：在《智取威 

虎山》杨子荣《胸有朝阳》唱段中，最后一句就是把《东方红》的 

音调揉到 了唱腔旋律 当中 ；《沙家浜 》阿庆 嫂的《定能战胜顽 敌 

渡难关》唱段 ．在 “怎么办 ”、“事 到如今好为难 ”后面 的过 门中。 

也采用 了《东方红 》的音 调 ；《奇袭 白虎团》中严伟才 的《打败 美 

帝野心狼》唱段中的最后一句运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 

旋律音调 ；《红云岗》中借用“沂蒙山小调”作为全剧的音乐主 

题 ．化用在音乐唱腔过门中．突出了地域特点。根据剧情需要合 

理恰当地借用歌曲音调帮助人物音乐形象的刻画．在艺术上产 

生了较好 的效果 

三、京剧不同行当之间的唱腔借 鉴 

“革命现代京剧”作品中主要的旦角．一般都是革命英雄人 

物。为了突出她们的革命性 ，呈现其刚毅的性格特征．在唱腔上 

借鉴融合了生行唱腔音乐的一些特点。如《海港》中方海珍的唱 

腔 ，《智取威虎 山》中小常宝的唱腔都 吸收了京剧小生 的唱腔音 

调 。从而使人物形 象更 加挺拔 ，旋律更加高亢 这种生腔板式借 

鉴．使唱腔音乐节奏变化大，对比强烈，音乐的起伏和棱角更为 

鲜明，让旦腔音乐具有了传统旦腔少见的阳刚之气 其次，表现 

在旦角唱腔音调上也融合了生腔的特点 总之．旦角唱腔在板 

式音调上的借鉴．使旦角唱腔能更好地表现现代女革命者的英 

雄品质．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四、板式上 的借鉴与创新 

京剧音乐 以“西皮 ”、“二黄”为主要腔调 “西皮 ”曲调活泼 

明快，唱腔旋律线起伏较大．节奏极富变化和对比．很适合表现 

明朗欢悦 ．豪放 刚毅 的性情 。而“二 黄”的腔调则 比较平 和 、稳 

重 、深沉 、抒情 ，节奏平稳舒展 ．适 于表达沉 思 、忧伤 、婉转 、肃穆 

等情绪 传统京剧音乐中“西皮”、“二黄”不能在同一唱段中混 

用 在“革命京剧现代戏”中．当时的曲作者为了更好地刻画人 

物情绪的对比和转折，打破了这一禁忌 在同一唱段中．同时采 

用“西皮 ”、“二 黄”两种板式 。如《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迎来 

春色换人间》的唱段中，唱段前中部分主要是叙述 ．运用“二黄” 

板式来表 现 ．后半部 分的主要 内容是表决心 ．“西皮 ”曲调高 亢 

的旋律可以完满地表现主人公的气势．整个唱段运用了“二黄” 

导板—— 回龙——原板——散板——西皮快板 的组接方法 使 

唱腔音乐在旋律音调上产生 了色彩上 的对 比．能更好地刻 画人 

物性格 ．充分表达人物情感 

京剧 唱腔音乐 的结构骨架就是板式 ．“革命京剧现代 戏”在 

传统京剧板式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创新了一些板式 如《海 

港》中，方海珍“细读了全会的公报”唱段 ，采用的是 【西皮宽 

板】；《龙江颂》《杜鹃山》中主要旦角唱腔套式中的【跺板西皮回 

龙】；《红灯记》中李玉和“孩儿我本是刚强铁汉”唱段中的【二黄 

二六 】板式；《奇袭白虎团》中王团长唱“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 

线”中的【二黄快板】；《平原作战》中赵勇刚唱“人民的安危冷暖 

品艺斋 
ART SALON 

福建艺术 2012．5 

要时刻挂心上的【反二黄二六板式】；《红云岗》中英嫂唱“点着 

了炉中火红光闪亮”中借鉴了西方的圆舞曲节奏创作出【一板 

二眼】的新板式，恰当地表现了英嫂盼望解放军早 日康复，重返 

战场的内心情感 由此可见．这些创新板式都是根据剧情内容 

发展刻画主要任 务性 格的需要 而产生 的 众多新板式 的创立 ． 

使唱腔节奏出现了新 变化 ．它促进了京 剧唱腔音乐在表现时代 

人物形象上的进一步完善．为人物性格刻画向纵深发展提供了 

更大的余地 

上述几点表 明 ．“文革时期 ”树立 的“革命 现代京剧 ”在京 

剧 唱腔音乐艺术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 是京剧发展史上革新 

程度最大 的一次艺术实践活动 为京剧音乐 的继承与创新 闯出 

了一条新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京剧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一 

个 承上启下 的作用 

进入文革以后的新时期。国家为京剧的振兴给予了政策 

上的大力扶持 ．京剧艺术又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重要契机 ．涌现 

出--~tl：优秀的新创剧 目，如：《蝶恋花》《李清照》《乾隆下江南》 

《曹操与杨修》等等。尤其是成功举办了六届中同京剧艺术节， 

把一大批新编历史剧和京剧现代戏呈现给观众 ．受到 了广泛 的 

好评 ．将京剧音乐 的创新也推 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些剧 目中 

有些 唱段具很高 的艺 术价值 ．以其动人 的感染力 ．丰 富的表现 

力，耐人回昧，流传至今。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被“四人帮”所 

禁锢的一些声腔和板式 ．又被作曲家重新借鉴和使用．使传统 

的声 腔与板 式有 了别样 面貌 ，给人 以全新感 受 ．如《乾隆 下江 

南》一剧中．曲作者借用“老汉调”这一非常传统的声腔并加以 

改造 和创新 ，写出“细端详绿牡丹淡妆 打扮”这 一清新流畅 、细 

腻传神的唱段。在《曹操与杨修》中，曲作者借鉴老生【反二黄】 

声腔 ，并使其运用在花脸这一行当中，这一段“求才难 、难求 

才”，的花脸【反二黄慢板】，唱腔旋法极具特点 ，至今还脍炙人 

VI。再 如现代京剧《蝶 恋花 》中四平调“风飒飒 ，雨潇潇 ”．西皮慢 

板“晚霞临窗，喜看书信”；高拨子“笑敌人难得逞图穷匕见”：因 

在文革时期被 称之为所谓 的“靡靡之 音”．不宜表现英雄 人物 ． 

但在曲作者的手中又使这些古老的声腔板式重新焕发艺术魅 

力，特别是作者借用地方戏的【清板】所创作的“古道别”一段成 

套唱腔已经成为世人流传的经典 

有人把戏 曲艺术 称作为是不 断流动 、渐变 的“活物 ”．它从 

不是静止的．京剧音乐唱腔的发展是孕育在渐变之中．它现在 

的崭新 与丰富正是从 昨 日的陈 旧与单调 中走来 ．也正 是由于京 

剧音乐 的不断创新发展 ，才使京剧艺术经久不衰 。今 天．面对多 

元娱 乐文化 的氛 围 ．众 多艺术形式 的竞争 ．京剧艺 术要继续 繁 

荣发展 。京剧音 乐的继 承与创新是至关重要 的 这就要求 当代 

的京 剧作曲工作 者 ．要进 一步解放思想 ．倾听 时代 的脉搏与观 

众的心声．将现代意识融人到京剧艺术的表现形式中．善于吸 

收，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使京 

剧音乐创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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