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筹集，最后如愿以偿。可李迫下父亲威严不敢归家只

得携f。娘外出游玩，途中又将f一娘出卖：f1娘得知后携

f7I‘宝箱沉江而f：

以上两部作品的女主都为娼妓．‘j男子的结合本就

名不正言不顺、，最后遭弃也在预料之中。与她们相比，那

些沉醉丁爱情中，不识男子真面目的女子更为可悲。

1．3．2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叙事主题：

《谷风》‘‘不远伊迩．薄送我畿、宴尔新昏，不我屑以”

男子有新欢后，便更加厌弃前妻。女子离家之时，男子竞

不闻不问。即便如此，女主仍对其抱有一线希望。《遵大

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醮兮，不走好也。”

男子离家出走在大路上飞奔而驰，女子抓着他的袖子悲

怆哭诉，苦苦挽留，可男子竟始终不吭一声。通过对上述

两旨诗篇的论述足以可证无论妇人们抱怨时言辞多么

激烈，仍希望对方能同心转意。明清戏曲多取此类题材。

如《王魁负桂英》、《赵贞女蔡二郎》?

本为歌妓的焦桂英救了书生王魁。焦赏其才遂倾囊

助王上京赶考。不想王中榜后入赘丞相府，直接给桂英

修书一封。桂英倍受打击欲悬梁白尽，王得知后暴毙而

产。赵五娘1j蔡伯嗟为夫妇关系，蔡上京应考后，五娘一

直尽心照顾其双亲直到他们去世一孤苦无依的五娘上京

寻夫，丈夫却骑马从她身上一踏而过．，最后蔡遭天谴一

雷击而亡二

桂英0五娘对她们的爱人可谓忠贞不渝、倾尽全

力。狠心男却贪【皋I荣华富贵不念旧情。‘j《诗经》负心汉

一样，与糟糠之妻度过最为艰苦的岁月后，一旦飞黄腾

达就将她们踩在脚下。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浅析大锣在京剧舞台上的作用

口曹宇鸣

京剧‘j我围其他戏曲岂术相同，是综合性的表演艺

术．而打击乐则是京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京剧是以他的唱、念、作、打等艺术手段，去表达和

刻划人物思想感情，从而达到完成与突出剧本主题之目

的j

而打击乐却是以他严紧、微妙的结构、鲜明复杂的

节奏、错综灵活的变化、强烈火炽的气氛，犹如一条纽带

紧紧而融洽地冕穿这一艺术过程，并给予突出的表现：

京剧打击乐通常伴奏只有四件乐器组成，即：鼓板、

大锣、铙钹、小锣，

看起来这儿件乐器即单义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

这样简简单单地四样乐件却能‘j其丰富。j精炼的锣鼓

点子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强烈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大，

它可以表现下军万马的陆、海、空大战；小，它可以代替

音响，用锣边打出水声、更声。更可运用于烘托人物的

喜、怒、忧、思、悲、恶等感情：

所以当我f『j在剧院欣赏一出美伦美唤的唯美演出

时，我们既被剧中人物的优美表演和动听的唱腔所陶

醉，更为打击乐所奏出的节奏鲜明的旋律所打动?

大锣是京剧打击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大锣在整

个打击乐的伴奏过程中义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6D一

一、强化节奏。渲染气氛

两军对垒，战斗进入白热化u寸，为了强化节奏，渲染

气氛．这时大锣演奏员就要长调门，换用高音锣以提节

奏，达到渲染气氛的目的．即使是同一锣鼓，经大锣演奏

员还要根据演员在舞台上动作需要加锣，所以在强化节

奏、渲染气氛上，对大锣演奏员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不能出半点差错，一般情况下大锣演奏员都是由下手活

中接近鼓师水平的高手来担当的，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虽然大锣和鼓师之问是主从

关系。但在实际演出中，fn丁剧情的需要，大锣可以在节

奏上、音量上自行主张，而不必听从鼓师的指挥，但有一

点，那就是开头、结尾必须服从鼓师的指挥。

这种在演出过程当中，舞台上突然长调门，不仅使

台上演员激情四射．就连台下的观众都为之一震，这就

是大锣的威力所在、

二、营造氛围

大锣的音域宏亮、强烈、豪壮，打起来效果非常沉

稳．有气势。以《急急风》锣经为例：

《空城记》中司马懿率大军在夺取一-城后义直奔四

城而来，上场用的《急急风》而赵云在得知西城告急，从

柳城赶到两城，上场用的也是《急急风》，两个急急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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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穿梭而过，这里一则营造出一种敌对双方在争分夺

秒赶往西城的紧张场面，而另一方面义给人们造成大战

即将来临的混乱氛同，

三、区别人物身份

大锣点子用丁身份高贵而义庄严的场合，从剧中人

物上场时使用的大锣点子就能判断出人物的身份。

例如：“包公”、“皇族”、“大臣”的上场都用大锣开肩

的锣鼓点子。

不仪仪是人物的上、下场就连开唱也是一样，例如

《失街亭》中诸葛亮唱的【西皮原板】就是用的【大锣垛

头】开唱的j

冉有大锣像更鼓、射箭、水声等都可以用打锣边来

代替音响效果。

就我f‘余年的工作体会，一个优秀的大锣演奏员，

必须人要稳重、一12,要平静、要懂戏、更要分析、理解和掌

握你所要打的这场戏的主题、内容、场次、节奏、人物性

格、演员身段、甚至唱腔等，只有把戏吃准、吃透，你这一

锣下去才能真真切切地把戏的情绪打出来，把演员的

精、气、神打出来．换句话说，也只有下大力气、用心去

打，你才能把一个死板的套路打出生气来，有血有肉，也

才能达到感人之目的。那种照奉宣科、死背死打套路的，

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奏员、艺术家，充其量是

个匠艺。 (沈阳京剧院)

口冯笑河 张卉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借鉴西

方芭蕾形式而创作的现代芭蕾舞剧，该舞剧以中国化的

表达方式，反映中围人的历史‘j情感，具有中国特色、民

族风格，是中国乃至世界舞剧史上的一朵奇葩。本文运

用王宏建《艺术概论》中艺术的审美本质理论浅析《红色

娘子军》的审美特征，从而全面深入的理解这部作品。

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下简称《红》)．是在

中国芭蕾艺术起步的特殊年代所诞生的。2015年．是

《红》诞生51周年，这部历经半个世纪的中国芭蕾的经

典之作值得我们剖析：本文从艺术的审美本质角度，全

面地分析《红》副，下面依次分析《红》剧的审美特征。

一、实践性与主体性

l、艺术家作为岂术生产和审美创造的主体，必须通

过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认识现实、改造现实和创造艺术

作品。为了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符合特定人物身份的

动作语言、

2、在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中，艺术家表现出他们的

主体能动作朋和主体个性=．《红》剧中“射击舞”、“大刀

舞”、“进军舞”等，鄙是来源丁生活。投射出编导的理解。

3、创作主体对技艺和媒介的把握。经过编导们艺术

化后军的事化动作加入夸张和变形等技巧，体现了古典

芭蕾开、绷、直、立的审美特点，虽然在足尖上完成但不

是机械组装，适应本民族的审美特征。

二、合目的性与和规律性

艺=术作品是创作主体为着美的目的、按照美的规律

而创造出来的事物。

《红》剧的诞生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产物，‘j当时

的文艺政治主张紧密相连。《红》剧从顺应社会主义时代

的生活内容、塑造工农兵群众新英雄形象、表现现实革

命斗争题材的角度进行创作。它标志着国家主流意识形

态对艺术文化的高度、高效整合。这种整合，不仪表现在

作品的内容和主题上，而且包括了作品的形式、某些技

术、技法性的手段：

三、形象性

艺术形象是感性与理性、主观‘-j客观的统一，

《红》剧中，坚强率真、果敢英勇的女性形象深入人

心，观众们久久不能忘怀。吴琼花成长历程有鲜明的阶

段性，从无组织无纪律的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无纪律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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