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冲

《打虎上山潴乐的艺术性
■郝志字

[摘 要】 样板戏是。文革1时期t要的艺术表现体裁．至今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京

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打虎上山》音乐结构．配器的分析。并与传统京剧音乐进行比较．初步探究

传统戏曲音乐与现代交响乐队有机结合的合理性．并对其在塑造人物形象．丰富京剧音乐表现力．体现

京剧音乐的戏剧性与时代性等方面进行租浅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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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是“文革”时期重要的艺术表现体裁，至今尚有着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打虎上山》

音乐结构、配器的分析，并与传统京剧音乐进行比较，初步探究传统

戏曲音乐与现代交响乐队有机结合的合理性，并对其在塑造人物形

象、丰富京剧音乐表现力、体现京剧音乐的戏剧性与时代性等方面进

行粗浅地探索。

一．《[打虎上山)澹乐的结构分析
‘打虎上山》的音乐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纯器乐的引

子，第二部分为‘迎来春色换人间》的唱腔音乐。

第一部分纯器乐的引子也叫做幕间曲，乐曲首先是在就在急速

的锣鼓节奏中，奏出了呈示杨子荣机智勇敢性格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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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高潮处突然煞住，而转入马蹄声的音型由强渐弱，并在

此音型的背景中，袅袅推现出了在园号上演奏的由唱腔(导板)中。气

冲霄汉”唱句演化而来的宽广壮伟旋律，表现杨子荣的豪迈性格，暨 抒发了他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的情怀：

同时交织了由弦乐颤音上下行音型构成的风雪形象，它与贯穿

着的马蹄声作为这个主题的陪衬与穿插所形成的北国风光，更衬托出

了杨子荣这位孤胆英雄的革命豪情和大无畏精神。随之在由马蹄声节

奏引出的快速疾驰的旋律忽上行忽下行，忽强忽弱形象地勾画出了杨

子荣在林海雪原中纵马奔驰的英武情景。最后才以迅疾的马蹄声，为

杨子荣行遏入云的(二黄导板】出现j。紧打慢唱”中作好了节奏准备。第二部分是著名唱段‘迎来春色换人间》，这部分音乐可分为

三个部分。首先是二黄导板，运用紧拉慢唱的手法，随着伴奏的节

奏，引出了杨子荣悠扬的唱腔：“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体现了

杨予荣信心十足，勇敢无畏的革命斗志。通过伴奏节奏的烘托，使杨

子荣豪迈的英雄形象在一开始就抓住了观众，深入人心：接着是第二

部分原板，这一部分的速度变化比较明显，整体上是一个慢——快一 一慢的结构，首先是以稍慢的速度，唱出了：“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

展，’’然后用稍快的速度唱出了：“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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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扑上前’，=三个字各用了一拍，体现出了一种为革命牺牲义不容辞的

坚决，和为革命献身的决心。紧接着，速度又一次渐慢，以悠扬的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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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唱出了：“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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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春色换人间’’之前用长笛的琶音和竖琴相结合的一个伴奏。勾勒

出一幅，春满人间，生机盎然的景象。使得这—句的唱词一结束，就

r．一

：I≯l人感受到了革命理想的无比崇高：第三部分是西皮快扳，在一阵慢

起渐快的问奏过后。整个唱段一气呵成：。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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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在山涧，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待等

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他地覆天

翻。”把整场音乐推向了高潮，带着必胜的

信念，革命必然成功。

=．《打虎上山》膏乐配曩与传统京舅

配嚣的比较

1．传统京剧的乐■与乐队

传统京剧的乐队功能主要是伴奏。用

以唱腔伴奏和特定场合的曲牌演奏(通乖铲文

场”)的乐器，主要高酽三大件，，(即京胡、京二

胡、月琴，如加上小三弦，则为“四大件”)，

以及演奏曲牌用的唢呐、笙等弹拨、拉弦、

吹管乐器。用于协调人物动作、舞蹈、亮相

等表演，特别是激烈的开打，增强戏剧气氛

(称作“武场”)的是打击乐，通常以“四大件”

(即板鼓、大锣、钹、小锣)组成。其中，由

司鼓者负责掌握节奏。尽管传统京剧的乐队

相对其他剧种的乐队编制，已相对完善，尤

其是京剧打击乐因本身有音高、音色、音量

的对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完整性，但就

其乐队整体而言，一是“文场”均为高音乐

器，音色显得单调、尖噪；二是源用于旷场

草台自勺‘‘武场”乐器音量过大，在剧场中运用

显得过二j。炸”。这些弱点就其原先传统京剧

的伴奏功能来说尚未十分突出，可是要使京

剧乐队的表现功能有所拓展，传统京剧乐队

编制就显得难以适应了。

2．《打虎上山》音乐中西配器结合的合理

性

中西混合乐队的成功运用，合理的乐

队编制是个关键。它在乐队的编制上既考虑

到了京剧音乐的特点，保留了传统伴奏乐器

“三大件”，以及“四大件”外又加上了小堂

锣、武锣、高中音大锣、大筛锣、哑钹、铙

钹、大帽钹的整套打击乐，并充分发挥它们

的特点与功能。又以此为前提。根据音区、

音量的平衡要求，及其该剧音乐特殊的表现

需要，力求乐队能从厚度、力度、明暗度、

紧张度等方面给“三大件”以支持，从而又适

当地增加了部分民族乐器和西洋管弦乐器。

这些乐器包括民族乐器中的板胡、琵琶、键

盘排笙、曲笛、海笛、唢呐、竹管；西洋管

弦乐器短笛、长笛(2支)、双簧管、单簧

管、园号(2支)、小号(2支)、长号、铝板钟

琴、定音鼓(2架)、大钹、吊钹、第--4'提

琴(4把)、第--4'提琴(3把)、中提琴(2把)、

大提琴、低音提琴(各1把)．由此组成的乐

队．一方面足以体现京剧独特的伴奏风格和

浓部的民族气息的表现需要．另一方面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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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低声部乐器具备，中西乐器音量基

本平衡。音色丰富，力度能有多种变化，具

备了理想中京剧中西混合乐队音乐表现的多

种可能性。而事实上，用中西混合乐队来伴

奏京剧，也必然引起演奏上的变革。以‘智

取威虎山》为首的京居旷样板戏，，乐队，在它们

的排练中一度要求小提琴演奏员兼学京胡、

京二胡，反之琴师学习小提琴，其目的在于

使前者于小提琴的指法、弓法和力度上，能

体会并达到京剧唱腔旋法、节律的特有韵昧

及要求；而后者则能在音准上有严格要求，

由此与西洋管弦乐队能在音准上和谐统一。

三．程打虎上山》中英雄人物的曩遗与

时代特征

任何一种体裁与题材，都是与一定的

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艺术与政治更是有紧

密的联系。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为了表现杨子荣

“气冲霄汉”、“壮志撼山岳”的勇敢豪迈气

概，在本场的开始，用表现风雪交加、骏马

奔驰、气势壮阔的音乐形象的新幕前曲，引

出一段表现杨子荣飞马高歌、威武雄壮的紧

打慢唱式的新型(二黄导板)，使观众在人物

未出场之前，就感受到一个不畏艰险、勇往

直前的英雄人物，扬鞭纵马由远而近；上场

后，又为他设计了英武矫健的马舞和打虎舞

蹈，更加强了其勇敢豪迈气概的表现。此外

用圆号吹出根据“气冲霄汉”的曲调变奏的旋

律，用琵琶、中提琴写骑马的节奏，形象、

细致地表现了杨子荣上山时的情境。它好象

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气势宏伟、色彩鲜明

的画卷，波澜起伏，缓急有序，强弱分明。

生动地描绘出杨子荣不畏艰险地穿密林、越

山涧、上高岭、下陡坡的豪迈气概和骑在马

上眺望四方的雄姿。它寓情于景，情景交

融，在杨子荣出场之前。就使观众感到一个

具有革命勇敢和革命智慧的英雄形象，由远

及近，扬鞭纵马而来。而这一切描写，又都

紧紧环绕一个中心任务：揭示杨子荣的内心

世界。杨子荣唱完【导板)后．经过改造的(流

水)锣鼓点由轻渐响，和管弦乐一起送他上

场，有力烘托了他的英雄气概。在唱到“迎

来春色换人间’’这句诗意盎然、含意深远的

优美唱词时，前面先有一个和弦上去。接着

用富有民族特色的笛子伴奏。在音色上和前

后作出鲜明对比，揭开一个新的境界，使观

众眼前浮现出推翻一切捌削制度后。环球同

此凉热”的动人景象，展示了杨子荣宏伟远

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打虎上山》这场戏的亮点有三个：

一是它的场景美伦美焕，远处群山白雪皑

皑。近处雪松高耸挺立，朔风呼啸，雪花飘

飘，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二是演员边舞边

唱，舞姿潇洒形象，唱腔高亢明亮，体现出

不凡的基本功。三是该场剧的音乐设计优美

动听，将铿锵有力的京剧锣鼓与丰富多彩的

管弦乐队结合起来，尤其是那一段圆号独

奏，将风雪弥漫的密密丛林和巍巍群山渲染

的辽阔深远又带有几分神秘。增强了整场剧

的戏剧性。

综上所述，‘智取威虎山》虽然受到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存在着人物音

乐形象塑造上自勺‘‘高、大、全”的问题，但它

在丰富京剧音乐的表现力和如何体现京剧音

乐的戏剧性、时代性等方面，还是做出了有

益的历史探索。在剧本与音乐创作、配器与

中西乐器的结合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

从而使得京居旷样板戏”在音乐上具有相当高

的艺术水平和欣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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