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现代京剧《沙家浜》中主要人物的唱腔设计和舞蹈设计 

现代京剧《沙家浜》是广大群众喜爱 

的现代京剧之一，特别是《智斗》、《坚持》 

等几场戏中的唱腔和舞蹈，更使许多人 

耳熟能详、记忆深刻、久看不厌。 

唱腔是塑造主角人物形象的主要手 

段 

京剧是综合艺术．在各种艺术手段 

之中．歌唱是主要手段。京剧主要靠歌唱 

塑造人物形象。全剧唱腔要有一个全盘 

的布局，要有一个完整的构思。主要有几 

个 方面的关系 ：主角 的主要唱段和次要 

唱段的关系、主角的唱腔和配角唱腔的 

关 系 、独唱和对唱的关系 、唱和念 的关 

系。 

《坚持》和《授计》两场，郭建光和阿 

庆嫂主唱。在《坚持》一场中，郭建光是处 

在暂时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他判 断敌 情 ， 

分析战士的情绪，考虑对策，“心潮起落 

似长江”。在《授计》一场中，阿庆嫂在敌 

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关怀着芦苇荡里“粮 

缺药尽消息又断”的“亲人们”，思考着 

“战胜顽敌渡难关”的办法。这两个主角， 

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内心活动都 

很深沉 ．情感起落的幅度很大。在全剧 

中．这是适合于安排主唱的地方。 

用什 么板式设计 主唱?在京剧 的板 

式中，【慢板]是能容纳丰富的旋律的。郭 

建光在《坚持》一场中用【导板】——【回龙】 
— — 【慢板】——[原板】——【跺板卜一 [叫 

散1。这样的板式结构，充分地表现出主 

角人物感情奔放 、生气勃勃的气质。唱腔 

节奏明快而多变，旋律挺拔高昂。 

《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一段 ，深 

刻地展示了新四军战士热爱祖国山河， 

打击侵略者的坚强决心。在《坚持》一场 

中．“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 “高八 

度”，唱得挺拔高亢 ，波翻浪叠 ，一气贯 

注 。游刃有余，鲜明地表现出新四军战士 

英武豪迈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 

《智斗》一场里主要是对唱。独唱是 

想 ．唱词的文学性较高 ；对唱是说 ，要明 

白如话。独唱在时间上比实际生活是放 

大了的：对唱在时间上与实际生活不能 

距离过远。独唱容纳丰富的旋律 ，可以使 

大腔：对唱常常是在中速和快速的唱腔 

中主要靠节奏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但 

也要有旋律，也要用唱腔。《智斗》是敌我 

双方在斗．这就要有鲜明的区别，要让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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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嫂处处压倒刁德一。阿庆嫂和刁德一 

唱的不是一个节奏．如阿庆嫂唱的“垒起 

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在节 奏上很 明 

显地扳下了一块。但是 ，在对比的同时又 

要注意衔接 。阿庆嫂 和刁德一 的针锋相 

对的对唱，又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构成一 

个统一体，不显得松散，破碎。再就是阿 

庆嫂的唱腔旋律上有几个突起的高峰， 

如 “人一走。茶就凉”，“伤病员也无踪 

影”。 

《智斗》还有一段三人背供唱。“背 

供”是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是在一个时间 

内展开的三个人的独唱。在各 自的思维 

里在互相观察，互相刺激之下活动的．又 

是互相联系 的。在唱腔上是按对 唱来处 

理的 ，这实 际上 是一 种独 特的对唱 ，一种 

对唱的变体。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的 

独立唱词在音乐上都有着上下句的关 

系。胡、刁唱的都是上句 ，阿庆嫂唱的都 

是下旬，后发制人。胡、刁的唱腔是落不 

住脚的、不稳定的，阿庆嫂的唱腔是肯定 

的、坚决的。阿庆嫂前面几句都是快节 

奏 ，抢着板 唱。最后 两句 反过 来 ，让 刁德 

一 抢着板唱：“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而阿庆嫂则撤下来：“我必须察言观色把 

他防”，使了一个大腔 ，表现出她的从容 

坚定 。成竹在胸 。 

《智斗》一场结尾，阿庆嫂唱了一段 

【西皮散板】：“刁德一，贼流氓 ，毒如蛇蝎 

狠如狼”，道出她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在 

《授计》开场时的[二黄慢板】里，她既唱出 

了对亲人们的殷切怀念，又唱出对革命 

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决心。 

舞蹈设计——有主角 的英雄群像 

《沙家浜》是以表现武装斗争为主 

的，舞蹈、武打很重要。《沙家浜》的舞蹈 

在设计过程中．注重解决三种关系。 
一 是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奔袭》一 

场的舞蹈．以实际生活为依据，吸取军事 

动作 。变化戏剧程式 ，创造新的舞蹈。突 

击排打进沙家浜是远途奔袭，是“飞兵奇 

袭”，“兼程前往”，要快速行进，因此以 

“圆场”作为基本动作，用来表现象流水 

和疾风一样的急行军。为了保存自己，消 

灭敌人 ，减少受弹面积，避免危险，采用 

侧身蛇形前进。有静才有动，有停才有 

走，有慢才有快，在行进中安排几次停 

留、原地活动、亮相；同时，又适当地运用 

了 “前弓后箭”、“踢腿”、“旋子”、“飞脚” 

等程式动作，“虚”“实”结合，从生活的基 

础上升为舞蹈。 

二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环境要靠 

人物来表现 。“穿过 了山和水 、沉睡的村 

庄”。新四军突击排的战士走过了很长一 

段道路 ，但是舞 台是有限制的 ，布景是虚 

的。这就要求演员在形体动作、眼神上有 

清晰的环境感。地方是江南水网地 区的 

田问曲径。用单行，用曲线作为进行的路 

线。时间是月夜。夜间在田间小路上急行 

军，要找路 ，要注意敌情。夜间行军最重 

要的是眼睛和耳朵．在舞台上听觉也是 

通过视觉来表现的．因此演员的眼神特 

别重要。 

三是主要人物和群众的关系。在表 

现新四军战士的同时，要突出主角郭建 

光。郭建光是生活在群众中的，他是这个 

革命集体的一员 ，要强调集体的作用。 

《坚持》一场暴风雨来了之后的舞蹈和 

《奔袭》一场的舞蹈，都是群舞 ，表现了新 

四军战士坚强团结，纪律严格，整齐划 
一

。 在这些舞蹈中，郭建光的许多动作和 

集体是一致的。但郭建光是指挥员，不论 

在行军中、战斗中，他所起的作用和一个 

普通的战士是有区别的。又要表现他的 

特殊性。郭建光的一系列动作。比如嘹望 

或腾跃，都和战士的动作是一致的，相互 

协调的。然而身段的高、矮、正、侧又有不 

同。同中见异．就把主要人物烘托了出 

来。他身先士卒，“奔袭”时走在前面，“突 

破”时带头过墙。“聚歼”时郭建光在关键 

时刻出场。在火炽的翻扑动作造成战斗 

高潮中，他连发数枪 ．枪枪命中，敌兵倒 

地。在《奔袭》一场中，郭建光单独出场 

“亮相”。巡视周围．目光四射 ．在他一招 

手之后，突击排战士疾走而上 ，由他领起 

这场群舞。结尾的“龙摆尾”下场集体“亮 

相”，以静显动，引而不发，将动未动，用 

来表现直捣敌巢的不可阻挡之势。“亮 

相”时．郭建光在集体之中而又居于一个 

突出的位置，表现了有主角的英雄群像。 

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唱腔设计和舞 

蹈设计是对传统京剧唱腔和舞蹈的一个 

创新 ．使现代京剧更加优美动听、通俗易 

懂、朗朗上口、易学易唱，更有观赏性，令 

广大观众所喜爱，经久不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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