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腔：戏曲成败优劣之关键 
浅谈我对京剧作曲的认识和体会 

中国的戏曲集唱、念、做、打于一体， 

这种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是经历代艺术家不 

懈揣摩而留传给炎黄子孙的宝贵文化财富。 

尤其是素有国剧和国粹美称而久誉海 内外的 

京剧，更是民族文化之瑰宝。 

戏曲，戏 曲，顾名思义，一半是戏，一 

半是曲。而被列为 “四功”之首的唱腔，其 

在戏 曲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说不可忽视， 

不如说乃功败垂成之关键。 

京剧专职作 曲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以前 
一

般由角儿和琴师在一起商量研究而成。远 

的不说，据我所知的大家有王瑶卿、梅兰芳、 

张君秋、李金泉、李慕良等等，他们都为京 

剧音乐的改革创新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步入京剧作 

曲创作的。处女作是李仲林、纪玉良主演的， 

参加 1964年的全国现代戏汇演 《智取威虎 

山》。以后又投入了由童祥苓主演的 《智取 

威虎山》的坚攻。那个时期我还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作曲培训，完全凭工作实际经验以及 

对音乐的感觉。七十年代初，通过到中央音 

乐学院作曲系的进修之后理性和感性相交融 

而得以质的提升，并在反复实践中不断探索 

积累经验，逐渐地对如何依据剧情把握节奏， 

突出重点，分清主次，梳理脉络，打通关节， 

恰好好处合理安排布局音乐唱腔，有了心得 

和体会。 
一

、 读透剧本 。积极参与剧本讨论 

作为戏曲作曲，理解剧本甚为重要。徐兰 

沅大师曾经说过：“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如 

■ 高一鸣 

果剧本没有理顺，就像地基没有搞扎实，那么 

造起高楼势必坍塌，还得扒掉重来。在我几十 

年的创作中，这一教训相当深刻，因此我接到 

剧本即熟读细究，并与编剧、导演反复商讨， 

从 中找出问题，在演员排戏前和排练过程中 

不断地调整、修改，尽可能地合情理顺，日趋 

完善，这样就能胸有成竹。什么地方是剧中高 

潮，什么地方的唱词嫌多了，什么地方的唱词 

不够确切，心中一清二楚，以便和编导取得共 

识，彼此更默契地合作，力求笔端的音符和旋 

律，下必有由，毫不凝滞。 

《曹操与杨修》创排时尚长荣先生向我 

提出，曹操第一场无唱，故第二场上场时候 

可否唱一段 [西皮原板 ]。而此间编剧用了 

曹操原诗：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 

忧，惟有杜康。”只有十六个字，怎么唱? 

后来我借用歌曲中常用的重复手法，将它反 

复了一遍半，对曹操的情绪，进行着力渲染， 

并配合主题音乐运用弹唱形式达到了较好的 

效果。 

第二场曹杨争执，杨修拂袖而去，原来 

曹操有十几句唱腔，内容是追思孔文岱的， 

后来导演将其删去，直接上倩娘送寒衣。我 

总觉得曹操与杨修争执以后心绪难平，理 

应宣泄，是要唱；但 唱什么呢?我反复琢 

磨，曹操内心矛盾的焦点是求才为什么这么 

难?!故而我 自己动手写了十句唱词，后被 

导演删去四句，精炼成现在的 [反二黄 ]唱 

段 “寂寞三更人去后”，在演出中亦取得了 

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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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中国京剧院耿其昌主演的 《瘦马御 

史》创作中，原来第二场钱南园母子二人的 

对唱，钱南园只有六句唱，仅表述儿时志愿 

与贪官污吏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却没有提到 

他之所以有此宏愿之因，故而我加上其自幼 

受母亲教育和启迪的十二句唱词，使此处成 

为有十八句唱词的大段唱腔，充分展现人物 

内心，曲调上也得到了可喜的发挥。 

又比如原剧本的第八场有一段叛徒蒲林 

的大段唱腔，而钱南园在第八场与蒲林对薄 

公堂，怒斥蒲林时却没有唱段，我提议一定 

要让钱南园在此时要有一大段唱。中国京剧 

院吴江院长代编剧写了这段唱词，我将这一 

段处理成 [导板 ]、[回龙 ]、[快原板 ]、 

转 [快板 ]的成套唱腔，将剧情推向了高潮， 

加上耿其昌先生富有激情的演唱，每到此处 

观众掌声雷动、兴奋不已。 

此类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就不在此 

赘述了。总之，唱乃剧中人物特定场景下， 

特定心声的揭示，一项在节骨眼，二项内容 

贴切，三项鞭辟入里，该唱就唱，情理备至， 

淋漓酣畅。反之，力删务除，毫不足惜。 

二、音乐风格的定位 

音乐风格的定位的依据是什么呢?故事 

发生的年代、题材、地域、环境、剧本所描 

述的人物个性等等。比如 《曹操与杨修》， 

这是一部古装戏，它的历史内涵，给人以古 

朴、典雅和凝重感。故而我和我的合作者， 

已故著名作曲家曾家庆先生在此定位上一起 

商讨音乐主题的选材。经反复研究，我们借 

鉴了古曲 “胡笳十八拍”中的七节，作为这 

个戏的主题。在器乐方面，我们除了传统、 

常规用的乐器之外，还增添了古琴，作为特 

色乐器贯穿全剧使用，使人听了仿佛身临其 

境，感到典雅、凝重、悠远的同时周身弥漫 

开历史的亲和力。良好的艺术效果 自不必说。 

在唱腔的风格方面考虑到曹操是一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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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尚长荣先生又是 
一 位较全面的净行艺术家，故而有很多地方 

我都突破了花脸原有的唱腔板式。而在杨修 

的唱腔方面，创演者言兴朋是言派传人，故 

传统的言派唱腔就用的特别多。当然关栋天、 

何澍先后再演这一角色，在唱腔上便都做了 

相应的调整。 

另外在考虑剧本的地域环境时，地方色 

彩的穿插是必要的，但篇幅不宜过多，点到 

而已就可。比如 《贞观盛事》，卖炭翁和嫦 

娥的山歌前后出现四五处，有的是唱的，有 

的是乐器演奏，有的只唱一二句，而不唱全， 

是有所变化的运用。 

在 《廉吏于成龙》一剧中 “梦回”那段， 

邢夫人一开始唱的 “三十六颗荞麦”便是山 

西风味的小调。 

《曹操与杨修》一剧，在三场的米粮商 

唱段中我结合三个商人迥然有异的地域特 

点，借鉴了川调、评弹及蒙古民歌中的有机 

成分，使后气氛聚然活跃、亦诙亦谐，为较 

严肃的整出戏起了音乐上的调色功效，为后 

面的凝重的音乐起到了一种铺垫作用。 

三。从共性中找出特性 

有的人认为，京剧本身有那么多的音乐 

元素，西皮、二黄、原板、二六等等，拿过 

来一填词就可以了，很方便。这种观点其实 

错了。京剧作曲当然离不开固有的调性、调 

式，但绝不是套腔，那样不成了千人一面， 

还要你作的什么曲?剧中人的年龄、性别、 

身份、心境、环境地点各个不同，曲子写法 

也就截然不同。演员唱的流派不同，嗓音高 

低不同，特点不同，有的人怕张口音，有的 

人怕闭口音，我们在写曲子的时候，既要注 

重感情又要为演员扬长避短才行。比如唱马 

派的演员，你给他写很花哨的唱腔他不善于 

唱。而唱张派的旦角演员你给她写的腔平平 

的她又发挥不了。又比如言派老生的唱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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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委婉细腻清秀，在用字特别强调湖广中州 

韵。 《白帝城》刘备唱的国 [二黄慢板 ]中 

的 “陆逊儿”是非常典型的 “将孤害定”之 

腔，被我借鉴而用到 《智取威虎山》的唱腔 

中了。在 《曹操与杨修》一剧中，我对用腔 

用字也是动过很多脑筋的。 

《乾隆下江南》中有一段[四平调]，“昨 

夜晚”头两句我按常规四平调走腔，先让其 

稳定，第三句 “风送清歌弹别院”这句，我 

先把“风送”的腔的用长音展开，然后重复“风 

送 ”二字是那种很灵巧的音符。在 “弹别院” 

的唱腔上揉进了它的主题音乐，接下来悠扬 

悦耳掺进了玉牡丹的主题音乐， “此曲只应 

天上有，缘何遗落在人间”，为了节奏紧凑 

把它压缩了，下旬本应当落在 “1”字间上， 

而我故意让它落在羽调式上，也就是落在“6” 

字上面，形成一种不稳定感，让感觉这里是 
一

个问号。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悉心处理，那 

么这段 [四平调 ]就有了它的特性，而不同 

于其它的唱段了。 

在 《智取威虎山》 “披荆棘”唱段的末 

尾，唱到 “我胸有朝阳”处时，二黄的下旬 

是落在 “2”的，正好把东方红的 5 2— 

1 2一揉和进去，从而颇具新意的产生了 
一

种有特性的唱腔。又如 《龙江颂》 “听惊 

涛”唱段中 “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这句 

唱， “更使我”三字也揉进了江水英的主题 

音乐元素， “增添力量”则破格地借用了花 

脸的唱腔，使之气势陡增，也是有特点的。 

哑笛在京剧中用途极多很为普遍，在《智 

取威虎山》第七场中配合了 “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的旋律，就显得不一般了。 

《贞观盛事》的第一场西域女子上场， 

上面竹笛演奏西域音乐，下面用京二胡演奏 

传统曲牌 [八岔]也显得别具一格。总之， 

不拘形式，旋律上在要共性中找到特性，有 

别于其它戏的音乐。 

四、继承传统、激活传统、勇于创新 

京剧音乐之传统，可谓海纳百川，博大 

精深。西皮、二黄 白不必说，其它如昆曲的、 

梆子的、徽调的、汉调的、民间小调的，都 

广泛吸收。在生、旦、净、丑各类行当之中， 

经过诸多前辈艺术家的干锤百炼，又创出了 

各种流派，如不认真努力学习，又怎么写出 

观众喜闻乐见、优美动听的唱段来呢?除了 

继承、努力学习传统之外，我们还要与时俱 

进地发展他，激活他，赋予传统新的生命力 

和时代感，要突破一些旧的程式，勇于创新。 

在 《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这场中， 

小常宝的唱段是大家都熟悉的，而我和我的 

合作者，已故琴师陈立中以及沈利群反复考 

虑小常宝此时此刻应该唱什么板式才合适? 

我们考虑到小常宝作为一个被迫藏匿深 山老 

林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少女，饱含艰辛，深受 

苦难，女扮男装，装聋作哑，长达八年久憋 

在心底的苦水，此刻似瀑飞泻、一泻千里， 

奔腾咆哮，这不是一般旦行的常规板式所能 

胜任的。我们将内在诸因素都综合起来，创 

造了这段 [反二黄娃娃调 ]，它既有反二黄 

的苍凉、悲壮，又有 [娃娃调]的刚毅、挺拔， 

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杨子荣接唱 [西 

皮原板 ]唱腔中，我们揉进了反西皮的元素， 

以表现杨子荣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 

印的醇厚感情。当唱到 “深山见太阳 这句 

时，因为这句是下旬，怎么处理都感觉到似 

乎是往下掉，再三斟酌便破掉上下旬的传统 

格式，让它落在高音 “5”上，紧接着用 《东 

方红》的旋律变奏作为过门衔接下面。这样， 

就将气氛情绪推向了高潮，使观众得到一种 

满足。 

样板戏的形成，尤其是在京剧音乐方面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毋可置疑的。但由 

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其局限性，现在看来 

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唱腔偏于激昂，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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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大、全，也可以说是不够人性化。就拿小 

常宝唱段的最后一句“杀尽豺狼 ”来讲，唱到 

E调高音区的“5．6”，很多旦角的演员都望而 

生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上海京剧院复排 

《智取威虎山》一动脑筋 ，小常宝由方小亚担 

任，她对就我说能不能把“杀尽豺狼”这句高 

腔改低一点。我考虑再三，如果腔动多了，观 

众会不习惯 ，毕竟有个先入为主嘛。后来，我 

想方设法在“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这句的最 

后三字，动了_。‘下音符，用转调的办法解决了 

高音区的问题，对原腔影响也不大，有的观众 

甚至都没有察觉。 

京剧唱腔是讲究板眼的。比如说西皮一 

般都是眼起板落，而我们在创作中有时恰恰 

是要打破它的规律。当年，我向徐兰沅大师 

求教道： “《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唱 ‘我 

母后将你怠慢’这句慢板，有的是落板上， 

有的是落眼上，而落眼上的收头亦是落在中 

眼上算不算没板?”他老人家反问我遗 “你 

听着顺不顺?”我回答： “顺是顺的。”他 

说： “只要顺就行。”我反复琢磨他老人家 

的意思，悟出这么一个道理： “顺就是符合 

了艺术规律。”顺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这 

个想法影响了我几十年的艺术生涯。 

老传统的东西有时稍加改造就会起到 
一 种新颖 的效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为关 

栋天写 《乾隆下江南》时，剧中有一段 “细 

端详玉牡丹”的唱，我曾写了不下十段草稿， 

总感觉不合适，不到位。后来，忽然想起 

当年林树森先生灌过一张唱片《雪拥蓝关》， 

板式用提老徽调，而这种老徽调几十年来 

不再听得到，倒是很新鲜，而且在旋律走 

向上，有一种飘逸洒脱感，用在乾隆身上 

倒是很合适的。后来关栋天再一润色，大 

家果然感到耳 目一新，我想这真是事半功 

倍啊 ! 

在 《廉吏于成龙》一剧中，于成龙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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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酒和康亲王对饮时有一段唱腔，是用吹腔 

作基础来写的。可是传统的吹腔，只有上下 

旬单调的旋律，而这段唱词则有十几句之多， 

如果不加新内容，唱到一半就会使观众厌烦 

疲乏的。我经过考虑，觉得 [四平调 ]的旋 

律和吹腔比较吻合，就把 [吹腔 ]和 [四平 

调 ]揉在一起用了，效果不错。打字幕的同 

志问我： “这段叫什么板式?”我说： “暂 

且就叫 [吹腔四平调 ]吧。” 

京剧板式虽则丰富，但还是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比如，花脸过去的板式就有一定的 

局限 我在《曹操与杨修》一剧中，设计了 [反 

二黄慢板]；在 《贞观盛事》中写了花脸的 [四 

平调]，以及老生、花脸对唱的 [反二黄中板] 

及二重唱；在 《桃花扇》一剧中，尝试了京 

昆对唱，等等。 

京剧作曲的技法有千条百条，那只是手 

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塑造人物要让观众感 

到好听、动听、耐听。悦耳动听固然不易， 

而做到扣人心弦就更难 了，这需要在一个 

“情”字上狠下功夫。艺术规律相同，写音 

乐和写文章一样，要有 “泼墨如云、惜墨如 

金”之诀窍。不该下的锣鼓不下，不必要的 

唱不唱，可出情煽情的地方，则浓墨重彩， 

不遗余力地表现。 

时代在进步，观众的审美观也不是 一成 

不变的。我们除了吸收传统精华之外，还要 

多方面吸收外来营养。记得，田汉曾说过： 

“吸收营养，如入水之盐，外形没变，味儿 

变了。”也就是梅兰芳先生讲的 “移步不换 

形”。我们喝牛奶是为了健身，而不是为了 

喝完牛奶而变成一头牛。我们这一代京剧工 

作者肩上的压力是很重的，可谓任重道远。 

我们不怕艰难，迎难而上，要为中华民族的 

文化瑰宝——京剧事业的振兴，做出不懈的 

努力，前进，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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