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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阖 独出机杼
———评王震亚《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

●王梦熠

［摘 要］依照王震亚在戏曲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写作思路以及音乐本体分析的研究方法等三个方面，对其

所写《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一文进行了简要评述。王震亚之文将故事梗概、音乐分析、剧情发展三者融

于一体，此举对了解和研究中国戏曲音乐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音乐本体；戏曲音乐

一、引语

自 1952 年始，王震亚先生在北京的中国戏

曲研究院研修京剧音乐近两年时间，因此他本

人在传统音乐中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京剧方

面。在《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①这篇文章发表

之前，王先生曾撰写过《京剧〈贵妃醉酒〉音乐分

析》②一文。那是我国学界研究京剧音乐的发轫

之作，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开拓之功。我国戏曲

音乐研究的序幕也由此徐徐开启。随后，王震亚

先生相继指导过几位学生，分析了《玉堂春》、

《二进宫》、《贵妃醉酒》等传统剧目，并将研究成

果以论著形式发表。笔者反复研读《京剧〈玉堂

春〉音乐分析》一文之后，拟对该文进行简要评

述，同时，对文章之未能尽善处，略陈管见，且藉

此求教于方家。

二、评析

（一）唱腔特点

《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一文，是王震亚先

生从音乐本体的角度出发，对戏曲唱腔所进行的

分析研究，其研究特点如下。

首先，作者在文章一开始便交代了所分析的

唱段来源，即 20 世纪 50 年代梅葆玖先生所唱

《玉堂春》中《三堂会审》一折的录音。

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三堂会审》音乐

本体分析。在此部分中，作者将《三堂会审》分为

衙内、升堂、审讯、结尾四个部分，并结合剧情从

唱腔、板式、句式等方面分析了此折的音乐。二是

《三堂会审》音乐中值得注意的几方面特点：1.唱

腔与说白。“《三堂会审》一折属于以唱为主，兼用

说白的一种表现类型。此种类型长于抒情叙事，

有很丰富的表现力。运用唱、白的原则大致是以

唱抒情，以说叙事。”2.板式。“在板腔体戏曲唱腔

中，《会审》一折属于发展最完备水平最高的代表

剧目之一，在京剧旦腔戏中，像这样 80句唱腔的

唱段，又有念白相间，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庞大结

构，可以算是绝无仅有的。其运用板腔的经验很

丰富。”3.上下句。“上下句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

把苏三这个有复杂性格的情感丰富的人物刻画

得如此生动，她由恐惧到内心的宽慰，转变得这

样自然，说明京剧的上传下句唱腔有很丰富的表

现力。”4.京胡与锣鼓。“唱腔的京胡起唱过门，在

调性、速度、节奏、力度、表情等各个方面为唱腔

做准备，使唱腔出现于正该出现的地方。”第三部

分则是对文章的总结。

《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发表于《中央音

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它是目前知网能检

索到的最早从音乐本体的角度研究京剧《玉堂

春》的文献。该文无疑为学界后辈研究戏曲音乐

提供了参照模式。因此，该文在学术研究领域的

开拓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以“京剧《玉

堂春》”为“题名、关键词及全文”，在中国知网检

索 2014 年之前的文献，希望藉此了解该主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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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新动态，并将新的研究成果与王震亚先生

之文进行比较考察：同样是对《玉堂春》的音乐

本体进行分析，不同学者的研究思路和角度有

何不同呢？

笔者之考察结果如下：孙凡对京剧《三堂会

审》的材料运用、音乐发展手法以及结构上的逻

辑关系进行了分析，从而揭示板式变化体音乐从

微观的核心音调到宏观的整个唱腔的规律，其文

新见迭出、颇有见地；①陈静仅从句式、唱腔两方

面对《玉堂春》中 < 三堂会审 > 一折做了简单分

析，其分析虽略显单薄，但亦可圈可点；②王志毅

则主要从“板式运用”来分析研究《三堂会审》一

折，颇能自圆其说；③李楠从唱腔、表演两方面简

单介绍了荀慧生版的《三堂会审》，其赏析中正平

和、波澜不惊；④刘正维则从旋律、板式、结构三方

面对《玉堂春·三堂会审》的音乐进行细致分析，

可谓功力不凡、允称卓见。⑤

与以上五篇文献相比较，王震亚先生可谓独

具只眼、别开生面。《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侧

重于分析音乐是如何配合剧情发展的，将音乐本

体分析与剧情描述进行了巧妙的衔接。例如，在

文中第一部分“升堂”环节中，苏三所唱的六句西

皮散板，作者描述到：“这六句唱的高亢悲痛，为

了表现苏三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那种波澜起伏的

心情。”那么，苏三当时的这种心情是如何通过音

乐表现出来的呢？作者对其音乐进行了分析，即

“唱词的句法是由较少用的五字句转向七字句，

句中加了一些衬字，使句法很不规整，摇曳的节

奏，漫长的拖腔，音域的起伏跳跃，句末的大锣重

重一击共同交织出苏三不稳定的情绪”。再如，

“审讯———西皮原板”中“唱到王金龙流落长街乞

讨时，是深情的”。作者分析，“京剧唱腔用七声音

阶，但仍以五声音阶为骨架。音列的第七音出现

时总有尖锐的动力感，第四音出现时，常有暗淡

的感觉。下例同时运用了这两个音，有转向下属

调的感觉”。可见，苏三的“深情”正是通过下面这

段唱腔恰当地表现出来的。

谱例 1：

在“审讯———散板”一节中，又讲到：“苏三唱

‘眼前若有王公子在，纵死黄泉也甘心’，这时全

部案情已审讯清楚，需要有个结束。”此处音乐的

戏剧性冲突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将苏三的激情

难抑推向定点。

谱例 2：

“苏三用‘大人哪’三字叫起大锣‘凤点头’，

把节奏打散，引出胡琴西皮散板过门，苏三唱了

两句曲调丰富节奏摇曳不定的西皮散板，还用了

大锣‘住头’，作为审讯一段的结束。”“这里的散

板和审讯一场开始节奏摇曳不定的激情的导板

相呼应，形成散起散结，中间由慢向快发展的结

构。”由此可见，作者认为在审讯的结尾处使用的

散板正合乎此时的剧情发展。

《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发表于 20世纪 80

年代，在当时，甚至迄今，我国学界对传统音乐的

本体分析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王震

亚先生能够从该剧的唱腔、说白、板式、句式、伴

奏等方面，对戏曲音乐进行分析，此非博学卓识

者莫能为也。其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为后

来的研究者指明了一条可行之道。

（二）几点启示

通过对该文的研读，笔者从中悟出了几点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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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章清晰的写作思路值得借鉴。作者

先交代故事内容、介绍该戏剧的由来，紧接着按

照故事的发展顺序分析唱腔板式及其伴奏，随后

从唱腔的分析出发，总结出此唱段的几个要点，

并在文章最后进行总结。这种先纵向再横向的研

究思路，使读者对《三堂会审》的音乐构成了然于

胸。京剧《玉堂春·三堂会审》一折是全剧的重点。

如何交代剧情？按照什么顺序分析剧中的音乐？

此折音乐的突出特点是什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思

路值得笔者学习和借鉴。

其次，在音乐分析中恰当地运用谱例是必不

可少的。对于一个场景的刻画，音乐的作用非常

重要。在“升堂”一部分中，“第五、六句‘苏三此去

好有一比，鱼儿落网有去无还’之后，原有‘苏三

进了都察院好似进了鬼门关’两句唱腔，嫌累赘，

用锣鼓‘扫头’扫去，又嫌结束得过于匆忙，因而

加了一个‘哭头’，结束这一段唱腔”。“哭头”是什

么？旋律是怎样的？伴奏又如何？作者没有多费

笔墨，仅一个谱例便将“哭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

面前，让人一目了然。

再者，学习积累本体研究中一些具体分析方

法。迄今，我国学界未能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民族

音乐分析方法，因此如何分析戏曲音乐、民歌乃

至器乐就成了研究者必须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王先生的音乐分析侧重研究了：每个乐句为

何这样行腔？如此设计会产生什么效果？可以表

达什么情绪？并且，作者在形态的分析中也始终

没有脱离剧情。这就启发了笔者在做形态分析

时，不能只从谱例到谱例，须注重其整体性。在

“升堂”这一节，主审官王金龙看到往日的情人苏

三，由于内心激动而昏迷，于是有了“请医”。“请

医用的胡琴曲牌《反柳青娘》是陪衬性质的音乐，

王金龙只有《南梆子》这一小段上板的唱腔，有的

演出省去请医一场。就削弱了对王金龙的刻画。”

为什么“请医”一段不可省？为什么用曲牌《反柳

青娘》作为背景音乐？音乐如此布局有怎样的好

处？仅仅是一个陪衬音乐，王震亚先生都论证得

有理有据、滴水不漏。

（三）未尽善之处

依笔者浅见，王先生文中也有着某些未能尽

善之处。

第一，该文在唱腔分析上，对旋律本身还缺

乏更深入的剖析。例如，在“审讯———西皮原板”

中苏三唱到“‘数九寒天她将公子就赶出了院门’

时，为表现气愤而高唱”，那么，究竟怎样为“高

唱”呢？

谱例 3：

此外还有，“被卖入妓院后暗无天日的岁月，

她黯然神伤，使用了低回拖长的唱腔”。

谱例 4：

什么样的旋律是低回的？低到什么程度能表

现苏三悲惨的往事？什么节奏和节拍是拖长的？

这些作者描写的较为模糊。针对上述谱例 3和谱

例 4的音区、音域、旋法等要素，似乎可做更加细

致的形态分析。

第二，作者在分析“升堂”这部分内容时，描

述王金龙堂上昏迷前唱的是西皮散板，是为了表

现他见到苏三时按捺不住自己内心激动的心情，

醒来后唱了一段新唱腔《南梆子》。新唱腔与前面

匆忙煞住的西皮散板迥然不同。《南梆子》的“迥

然不同”，体现了王金龙一种怎样的情感呢?作者

未交代。

第三，作者对故事情节的描述非常详细，对

剧中人物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的描述细致入

微、妙到巅毫。这种客观、严谨的态度值得笔者学

习。但同时行文中却出现大量属于作者个人感性

体验的文字。例如，对“审讯———西皮慢板”的五

个乐句的分析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苏三叙述到

自己七岁就被卖入妓院的悲惨身世，用高昂的唱

腔表现内心激愤”、“唱到被卖入妓院后那些漫长

的、暗无天日的岁月，她黯然神伤，使用了低回拖

长的唱腔”、“唱到和王金龙初次相遇的情节，她

羞涩难言，几次欲言又止，唱腔中有停止重复的

音型”。

第四，作者在全文第二部分，论述《三堂会

审》的唱腔与说白时，谈到“《三堂会审》中只使用

‘韵白’，且节奏较有规律，一般比生活中的语音

72



实践的成功范例。倪洪进运用西方

作曲技法与传统五声调式相结合、西方曲式结构

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西方和声思维与传统线

性旋律相结合，使音乐中西文化互相渗透、紧密

融合，对我国钢琴音乐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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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荫昌.倪洪进钢琴作品序［J］.钢琴艺术，2004，（12）.

［2］陈刚.倪洪进钢琴作品《壮乡组曲》研究［D］.华中师范

大学，2012.

［3］蔡韧.键盘上的壮乡音画———倪洪进《壮乡组曲》的创

作与演奏［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3）.

［4］杨凌云.壮乡组曲的创作特点简析［J］.艺术探索，2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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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起伏大一些”、“节奏拖长，语调起伏大，饱含

激情”。节奏是表示时值的长短，语调是表示音调

的高低，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正比关系呢？这些

都是值得笔者去继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笔者不才，以上一孔之见，愿以此与诸位学

界同仁商榷，并就教于王老。

三、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王震亚先生此文可谓：纵横

捭阖、独出机杼。论文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作者

首先介绍《玉堂春》的故事梗概，并界定文章所要

研究的对象，然后转入对梅葆玖先生演唱的《三

堂会审》一折的录音进行分析。他将《三堂会审》

分为衙内、升堂、审讯、结尾四个部分，并依次进

行本体分析；接着作者又点明此折音乐中值得注

意的四方面问题：1.唱腔与说白；2.板式；3.上下

句；4.京胡与锣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老行文

活泼欢快，议论生风。笔下存君子之风，而无说教

之态。这也让笔者为之折服。

综上所述，该文将故事梗概、音乐分析、剧情

发展融于一体，使读者无论是参看乐谱，还是观

看视频，聆听音响，都很直观明了。它确是一篇值

得细细品读和收藏的珍贵文献！

参考文献：

［1］王震亚.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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