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风格流行歌曲初探
——以《故乡是北京》等三首歌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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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剧风格的流行歌曲(如《故乡是北京》、《说唱脸谱》和《大宅门》)是京剧风格歌曲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作为一种“戏歌”，呈现出了京剧音乐特征，包括京剧唱段的“板腔体”结构特征，京剧唱段的腔式

特征，京剧音乐的音调特征。京剧风格的流行歌曲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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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歌”是一种在音乐形态或演唱风格上与特定

剧种接近的歌曲，在中国当代音乐中不乏鲜见。中国

戏曲剧种繁多、风格多种。因此，中国当代的“戏歌”

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豫剧音乐风格的“戏歌”(或称

之为“豫歌”)、晋剧风格的“戏歌”、黄梅戏风格的“戏

歌”、京剧风格的“戏歌”等。本文所探讨的正是“戏

歌”的一种——京剧风格的流行歌曲。1989年初，著

名剧作家阎肃与作曲家姚明合作，创作了京剧风格的

“戏歌”《故乡是北京》。这首歌曲作为一首流行歌曲，

吸取了京剧唱段的音乐特征，以新颖的风格吸引广大

观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歌坛上又出现了《(说

唱脸谱》等多首具有京剧风格的流行歌曲。本文以((故

乡是北京》、((说唱脸谱》、《大宅门》三首流行歌曲为

例，探讨这种具有京剧风格的流行歌曲的京剧音乐特

征。本文认为，这些京剧风格的流行歌曲体现出了鲜

明的京剧唱段的音乐特征。这主要在于三个层面：(一)

京剧唱段的“板腔体”结构特征；(二)京剧唱段的

腔式特征；(三)京剧唱段的音调特征。

一京剧唱段的“板腔体”结构特征

不难发现，以《故乡是北京》、《说唱脸谱》、((大

宅门》为代表的京剧风格流行歌曲在曲式结构上呈现

出京剧唱段的“板腔体”结构特征。所谓“板腔体”，

即“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种结构体式”④，“以对称

的上下句作为唱腔的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上，按照一

定的变体原则，演变为各种不同板式”。②“板式”除

能标明速度、节拍和表情意义以外，还可以表示它们

各自在旋律、结构等方面的多种形式的变化。④“戏曲

音乐中，板腔体的显著特征，是以一种基本的曲调为

基础，通过速度、节拍、节奏、旋法、调式等方面的

变化，形成一系列不同板别的。如原板、慢板、快板、

散板等。”@“板腔体”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存在是较

为普遍的。从秦汉的歌舞大曲、器乐曲到宋元以后的

戏曲和说唱音乐，这一结构的运用逐渐明显。在明中

叶以后，随着梆子腔的崛起，“板腔体”成为戏曲音

乐中的重要结构形式，打破了沿袭千百年来的“曲牌

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曲牌体”结构一起，成为

中国戏曲音乐的两种典型的曲式结构形式。④“板腔

体”音乐结构正是通过速度和节拍的不断变化推动着

音乐的发展，呈现出中国音乐的独特结构规律。20世

纪以来，京剧唱段“板腔体”结构在新音乐创作中得

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中国民族歌剧中，“板腔体”

唱段被普遍运用，使得“中国民族歌剧”作为一种具

有中国特色的歌剧样式在歌剧舞台上脱颖而出，成为

l 7世纪初以来歌剧400年历史发展中最具特色的歌剧

样式之一。@20世纪末，京剧唱段“板腔体”结构在

一些当代歌曲创作中也被广泛运用，故出现了大量“板

腔体”结构的歌曲。本文所探讨的几首歌曲就是京剧

“板腔体”结构运用的典型代表。

歌曲《故乡是北京》由“前奏～唱段1一间奏一
唱段2一间奏一唱段3”六部分组成。其中，唱段l、

2、3的板式不同，也就是速度不同，这正体现出了京

剧唱段“板腔体”的板式变化特点。

((故乡是北京》的首段为散板，这正是借鉴了许

多戏曲剧目中大段的唱腔前以散唱板式作为开始。尾

段(又称再现段)通过密集的八分音符和弦伴奏方式

与人声旋律节奏的拉长和“一字多音”造成旋律与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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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之间节奏和速度的对比，即“紧打慢唱”构成摇板。

两段一头一尾不仅在结构上相互呼应，在情绪上也形

成强烈的对比。通过从散板到摇板的转换，节奏放慢

了一倍，尤其是“走”和“静”从原来的八分音符延

长为全音符，使情绪更加饱满，把对故乡北京的赞美

之情推向高潮。“唱段2”也是《故乡是北京》的中

段，采用具有叙事性质的一板一眼的唱腔，诉说了“天

坛”、“北海”、“王府井”等北京的著名景点及具有典

型北京特征的“四合院”、“红墙碧瓦太和殿”等。将

情绪升华放于尾段，结束于“紧打慢唱”的“摇板”。

这也是戏曲唱段中经常使用的，在叙事时，往往是从

平铺直叙开始，随着情绪的发展，板式往往采取慢的

“一眼板”到快的“一眼板”再到“无眼板”，甚至情

绪更加高昂，直至“紧打慢唱”的结束。

《大宅门》基本上可分为三段，首段和末段也是

基本相同的音调，但在节奏节拍上又有一些变化。首

段里包含了两个音调相同的唱腔(“由来一声笑，情

开两扇门，乱世风云乱世魂”为唱腔1，“平生多磨砺，

男儿自横行，站住了是个人”为唱腔2)，唱腔l的节

奏由4／5拍转为4／4拍，而唱腔2的节拍由4／4拍

转为4／5拍，最终由转回4／4拍。在末段作为同一音

调的唱腔再次出现，在节拍上相对较稳定，没有出现

任何的变化。

从全曲速度来看，三部分速度由每分钟54拍到

每分钟72拍，最后又回到每分钟54拍。以上都体现

出了“板腔体”的基本特征。

((说唱脸谱》不同于前两首是通过调式的变化来

体现京剧“板腔体”的一些特征(谱例1)。

谱例1((说唱脸谱》

外 圆人把郅京 戏 叫做Be”1llg

0Pela, 观过部五 色的油彩 勇往艟上 面．

‘

j聋脸的赛尔塌 盆 甜-q． 红齄的关 公

二京剧唱段的腔式结构特征

显然，《故乡是北京》、《说唱脸谱))、《大宅门》

呈现出了京剧唱段的腔式结构特点。众所周知，京剧

唱段中的唱腔大多由“头逗”、“腰逗”、“尾逗”三个

部分组成，显示出其“头逗——腰逗——尾逗”三截

的腔式特征。同时，在“头逗——腰逗——尾逗”三

艺术观察

截还会有“休止”或者“小过门”以及“拖腔”，故

在唱腔中会出现“漏腰”或者“漏尾”。因此唱腔也

被分为了“单腔式”和“两腔式”。此外，在第一截“头逗”

中又有“板起”和“眼起”之分，所谓“板起”也就

是从强拍开始唱，因此又叫“顶板起唱”，而“眼起”

则是从弱拍起唱的，故也被称作“漏板起唱”。而“拖腔”

一般则出现在“尾逗”中。《故乡是北京》、《说唱脸谱》

和《大宅门》三首“戏歌”的乐句也体现出了以上特征。

《故乡是北京》的首句“走遍了南北西东”就是

一个眼起分尾两腔式(见谱例2)，其中在“东”字上

加了一个小的“拖腔”。

谱例2《故乡是北京》

垂 遍 了 雨北 西 累，

从起唱方式上来看，除首段和全曲最后一句为“眼

起”，其它都为“板起”。而“拖腔”在《故乡是北京》

中更是十分常见，如“潭柘寺的松”一句的尾字“松”

有6小结的拖腔，而“京腔京韵自多情”一句的尾字

“情”的拖腔更是多达9小节。

这些“尾逗”上的“拖腔”进一步将对故乡北京的

情感予以更深、更细、更为形象，以及淋漓尽致的表现。

戏歌《大宅门》“乱世风云乱世魂”一句为“顶

板单腔式”，在“尾逗”的“魂”字上加了5拍的“拖

腔”。从全曲来看，戏歌《大宅门》的首尾两段在起

唱方式上为“板起”，而中间段的起唱方式则多为“眼

起”，这种“眼起”造成的“漏板”，加上“腰逗”部

分常出现的“漏腰”使得中段的旋律更具有动力，与

中段的歌词、速度配合得十分贴切。

从唱腔与唱词的关系来看，“板腔体”的唱腔打

破了“曲牌体”依长短句填词的结构，增添了上下两

句对仗性的十字句、七字句的唱词结构。这也同样被

运用在这三首歌曲中，如((故乡是北京))的首句“走

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

三京剧唱段的音调特征

除了以上提到的板式、腔式的特征，三首戏歌在

音调模式上也呈现出了一些个性化或共性的典型特

点。

(一)借鉴京剧唱段的西皮慢板

《故乡是北京))借鉴了京剧的“西皮”唱腔。其

整个歌曲主要是由西皮原板和西皮慢板唱法构成。全

曲一开头四句就借鉴了京剧中的西皮慢板唱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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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比西皮原板慢一倍，从原板的一板一眼，发展成为

一板三眼的形式，体现在歌曲中就是前四句的节拍为

4／4拍。进入中段后回到西皮原板，也就是2／4拍。

同时对于西皮慢板的借鉴并非仅仅将原版的各个

音符等时值扩大一倍，而是采用放慢加花扩充的手法，

使句幅成倍增长，因此，这一慢板的歌唱性旋律性最强。

(二)借鉴京剧唱段中的韵白

《故乡是北京》中段(即前面提到的“唱段2”)

采用了速度较快的“高拔子”唱腔。音调上集叙事、

抒情为一体，又有较强的歌唱性(见谱例3)。

谱例3《故乡是北京》

不说 部， 天坛的明月- 北 海白勺风- 芦沟矫的狮子·

《说唱脸谱》从进入主题之后也是借鉴了戏曲韵

白的唱法，类似说唱(见谱例4)。

谱例4 《说唱脸谱》

((大宅门))的中段，“有情意有担当，无依无傍我

自强”等乐句在音调上同样也借鉴了这种戏曲的韵白。

综上所述，三首歌曲均在中段(主题段)运用了戏曲

的韵白，同时中段在速度上快于前后段，配合了这种

韵白式的音调的表达。

(三)不同行当唱腔的灵活运用

《说唱脸谱》头三句一亮相在通俗旋律中融入了

京剧行当的演唱手法。“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Beijing

Opera，没见过那五色的油彩楞往脸上画。四击头一亮

相，哇，美极了，妙极了，简直0K顶呱呱!”这三

句基本是建立在通俗歌曲的写法上，而“哇⋯⋯”却

是用京剧净角喊得手法。之后，又用通俗唱法，模仿

外国观众见到他们从没见过的东方艺术的惊叹和赞美。

在主题段(见上谱例4)中“叫喳喳”这句，它

既是花脸，同时在曲调中揉进了老旦的唱腔，这在京

剧中是没有的。又如“红脸的关公战长沙”这句，这

“长沙”二字用了两个八分音符在京剧唱腔里，从来

没有这么“抢字”的。接下来几句，甚至把花脸、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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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旦角的唱腔艺术揉合在一起了。把不同唱腔手

法直接用于流行歌曲中来表现京剧中的不同脸谱，其

手法运用与表现内容的结合可谓相当完美。

(四)京剧流水板音调的运用

京剧流水板是京歌中时常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板

式，但其更重要的特征还是特显在其音调上。如《故

乡是北京》的再现段中出现的京剧流水板。散板的唱

腔与节奏紧凑的流水板的钢琴伴奏形成对比和统一。

这是一种情绪上的积极再现，具有一种张力和动感，

体现了对名城北京热爱之情的升华。

《说唱脸谱》在引子与主题开始之间运用了京剧

流水板的音调(见谱例5)，由这一有板无眼、中快速

度的音调直接引出介绍京剧中不同脸谱、不同角色的

唱腔。

谱例5《说唱脸谱》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第一，将京剧唱段的“板

腔体”结构以及腔式结构特征、音调特征运用于中国

当代流行歌曲的创作，可以使中国流行音乐呈现出中

国传统音乐风格，有利于中国流行音乐的本土化。第

二，中国流行歌曲创作正因为借鉴京剧唱段的音乐特

征而显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风格，这对中国当代流行音

乐风格的多元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作为一个流

行歌手，在表演中应努力体现出“戏歌”的音乐风格，

尤其在唱法上也应与特定的戏曲风格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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