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响、京剧、多媒体的
碰撞与融合

——交响京剧《白娘子·爱情四季粕U制随笔

一代晓蓉

由上海音乐学院原创出品、上海东方数字媒体艺术研发中心和数字媒体艺术学院联合承制的交响京剧《白娘子·爱

情四季>是国内首部“音乐剧场”样式的剧目。其故事取材于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并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作

了情节提炼和丰富。以“灵山修炼”、“眷日邂逅”、“洞房红烛”、“水漫金山”、“断桥残雪”、“毁塔团圆”六个片段为故事情节

线索，以春、夏、秋、冬的“四季爱情”为音乐与情感线索进行演绎。制作方面，由上海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作曲家徐孟东

担任音乐总监，统筹音乐风格；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梅派传人史依弘领衔主演；香港演艺学院一戏剧学院前院长、导演

蒋维国先生和台湾著名舞台美术设计师林克华先生倾情加盟。由制作人上海音乐学院尤继一、代晓蓉两位教授带领上

音东方数字媒体艺术研发中心和数字媒体艺术学院的师生共同完成了从剧本创意到排演合成的创作与制作。

该剧作为2008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继2009年3月首演后，在高校、世博园综艺大厅和杭州剧院等地

相继进行公演，并于2012年6月被评为第四届文化部创新奖。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了大量的文化财富，对这些文化财富

加以创造性的二度发掘、利用，不仅可使一些古老的艺术形式焕

发出时代的艺术活力，在探索戏剧表现新形式的同时收获弘扬传

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的巨大社会效益，进而起到活跃音乐文化

演出市场的作用。交响京剧<白娘子·爱情四季)a狱是基于这样

一个出发点而诞生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在最初的构想中，我们就已经将<白>剧定位为一个以音乐

为主导的新型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谓之以“新型”，是因为我们将

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中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综合艺术形式。这种艺术

形式以中国戏曲元素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的音乐为载体、

以“京剧化”的音乐语言与表演为直观交流媒介、以现代多媒体

视听技术为情境创造的主要手段，这种“破天荒”的组合方式旨

在尝试把音乐、舞台、人物、观众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制造出极具

临场感的审美体验环境，真正达到。人在戏中游”的审美境界。

一、《白》剧的设计

<白)剧的台本材料取自于“白娘子”的故事，这段流传久

远、妇孺皆知的爱情传奇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拥有适

于舞台表现的蜿蜒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这就是该剧取材

于此的最重要原因。在<白>剧的台本创作中，我们将故事发展的

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季节属性，又进一步将四个季节分别赋予不

同的舞台基色，再按照故事情节与舞台基色创作具有不同情感属

性的音乐。这样，就形成了这部四乐章交响性结构的完整命名

<白娘子·爱情四季>。

<春>的主题为“春日邂逅”，以“游湖”的故事情节为主线。

既然取名为。春”，那么绿色毫无疑问的成为这一乐章的主要色

调。修仙化为人形的白娘子初到人间，以好奇、喜悦的心态感受人

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巧遇结缘已久的许仙，分别代表白娘子与许

仙的音乐动机开始引领音乐与故事的发展。

<夏>从“洞房花烛”展开，红色的洞房、红色的灯笼、红色的

花烛、身着红色戏服的许仙与白娘子以幸福的氛围将整个剧场渲

染成红色，将音乐动机进行节奏、配器的变化后，使音乐情绪产生

了由轻盈到喜悦的变化，突出了。洞房花烛”的主题。

“水漫金山”的水蓝色基调为<秋>带来了无穷的紧张感，京

剧。打”的元素的介入，生动的描绘出白娘子勇斗法海和天兵天

将的场景，使戏剧的冲突达到了高潮。在音乐动机的选择上，代表

法海这一形象的动机在庄严中透出古板，与代表白娘子的动机形

成鲜明的对比。白娘子为捍卫幸福而激烈的抗争，水浪、怒涛、飞

云，加以张力巨大的音乐配器手段和多媒体影像效果，把受众的

心理活动与人物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功的营造出“同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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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共命运”的心理体验。

<冬>里断桥的凄凉与残雪的苍白将白娘子的宿命描写的淋漓

尽致，冰冻、寒风、大雪、身着素服的白娘子与苦苦守候的许仙⋯⋯

“融合”是<自>剧设计的关键。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将交响

化的音乐、京剧化的表演与多媒体视听手段三种元素置于同一舞

台上，因此在设计阶段我们就开始考虑如何将舞台场景、戏剧情

节与音乐发展有机的结合，在不脱离创作主旨的前提下，保证每

一元素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示空间，保证一个全新的多维视听艺术

形式在剧场中得以实现。

二、关于创新

对于传统素材的再挖掘，其核心思想毫无疑问就是“创新”。

运用新的观念、新的表现手段对老故事进行润色，使其更加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赋予老故事更强的艺术魅力。

1．观念的创新

在观念的创新上，我们选择了“界域的突破”这一方式。在后

现代的语境下，这种方式打破了表演者、参与者、旁观者的界限，

将舞台表演的各个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剧场成为一个整

体。“人在剧中游”是<白>剧的最高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音乐剧场”这一概念被引入到创作中来。

虽然在20世纪的欧洲音乐发展史中，这一形式强调的是

“实验性”，但在科技、文化、艺术等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带

有先锋性质的复合艺术形式已经毫无疑问的成为一种极具表现

力的体裁。<白>剧也因此将这种表现形式确立为创制的基点。

2．形式的创新

在形式的创新上，“音乐剧场”这种高度复合性的艺术形式成

为<白>剧创意的最终方案。将包含最先进舞台视听科技的各种跨

度巨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不仅增强了演出的表现力，也在很大程

度上增加了艺术驾驭的难度，对艺术家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以何种原则来组合这些元素和手段，以形成新的戏剧叙述语言，就

成为这种形式是否能确立为一种独立样态的最根本问题。

与现代京剧样板戏不同，<白>剧音乐创作的核心并非是借用

管弦乐队对传统京剧乐队进行“放大”，而是跳出了对京剧的“内

部改造”层面，对新元素进行独创性的“复合”。从后现代思维出

发，保留管弦乐队与京剧两种元素的本质特征，发挥其各自的表现

优势，因此并不强调在创作中将两种元素“合二为一”，而是以“对

话”的形式打造出一种张弛流动、分合有序的“对位”关系的音乐。

虽然<白>剧所调用的元素众多，且对“对位”关系的把握十

分复杂，但在戏剧流动的进行中，仍遵循了戏剧结构的一般逻辑

以及戏剧节奏变化的一般规律。若是一味追求戏剧表层所呈现的

“五彩纷繁”，势必丢失“戏剧”这一形式的根本。所以，如若需要

将各种杂陈的要素整合为统一的“戏剧之场”，其核心思想绝非

单一追求突出的形式创新，而更应该将重心放在戏剧最传统、最

根本的部分一对戏剧这种时间艺术的结构、过程、逻辑、节奏进
行有效的把握。

3．手段的创新

在整个创制过程中，我们始终将《白>剧的灵魂定位在音乐

的创作上。因对(白>剧的定位已经超出了一般狭义戏剧啪概念
范畴，所以其中涉及狭义戏剧的内容不能单纯按照“构剧法”为

原则编排，而是根据音乐结构的方式进行构建。如何以音乐作为

主体，融入京剧，配以现代视听科技将这段爱情故事呈现出来，成

为需要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

对于国内的受众来说，京剧是一种极富亲和力的艺术形式；

而对于西方受众来说，管弦乐队与东方音乐形式、内容的融合则

是一个全新的审美接受形式。基于此，我们首先将(白>剧定位为

一个“交响化”的音乐作品，并将传统京剧的元素作为动机，西洋

管弦乐队与京剧乐队相契合的“交响化”、“协奏化”的音乐创

作，以“唱、念、坐、打”作为主要表现元素编织其中，使音乐的特

点主要集中在鲜明的民族特色上。

除此之外，在《白>剧的音乐创作中创造性地采用了类似乐剧

体裁中“主导动机”的手法，为每个人物赋予一段专属的核心旋

律，并以此贯穿全剧，这—做法解决了京剧元素与交响乐元素契合

的突兀感，使音乐与京剧唱腔的联系具有高度的“主题统一性”。

4．机制的创新

跨平台、跨建制组建的团队为<白)剧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

的支持作用。由音乐家、视觉艺术家、技术工程师、戏剧艺术家、表

演艺术家组合成的复合型团队成就了<白>剧的高度复合性特

点。在整个创制与演出过程中，<白>剧汇集了海峡两岸的各界精

英，并采用院校与院校联合、团体与院校联合等多种合作方式，使

这部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实验作品进入市场。这种国际化、多元化

机制的实现不仅为创作本身注入了多元化的新鲜成分，且将作品

打造得更加完善、成熟。

可以这样说，(白>剧的创制与演出过程中所积累的点点滴

滴不仅为促进产、学、研合作和边缘性学科交汇的院校教学改革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也为新型多元化文化市场的开拓起到了

促进作用。

三、通过《白》剧取得的经验

在业界，<白>剧的上演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京剧传承与沿革

的思考，这其中不仅涉及到传统音乐与戏剧“现代化”的问题，更

涉及到新的舞台艺术甚至科技对传统艺术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在<白>剧的创制、演出过程中，不仅触动了诸如新旧、中外、

审美、产业等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引发了对剧场科技的更

新、剧场演出形式的变化、时代对审美的影响、东西方音乐的融合

方式、剧种未来的发展方向、专业演员的培养与就业市场化前瞻

性等等问题的探讨。从根本上说，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问题所反

映出的客观现实就是当今中国音乐创作前进方向的问题。京剧等

传统剧种同其他艺术该如何融合?它们是否真的应该融合?京剧

现代化的明天在哪里?音乐创作的明天在哪里，7这所有的问题都

是值得所有业界人士为之思考、探索的。

万方数据



成本与时间投入一直是困扰国内院校与团体创演

新剧目的主要原因，在从创作到演出这一漫长的过程

中，成本、时间与质量三者间平衡点的把握是制作方必

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对于艺术院校来讲，其担负着艺术创新、研发与人

才培养多种功能，创新型的艺术实践除可对专业水平、

教师实践能力、人才培养水平起到可观的促进作用外，

还可为把握科研教学的方向积累第一手经验；对于艺术

团体来讲，与专业院校合作，将院校的研究成果转化为

艺术生产力并投入市场，完善艺术再创造，不但可以在

得到经济效益的同时收获可观的社会效益，还有助于形

成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力转化为利润、利润反

哺科研的“产、学、研一条龙”的良性循环。

“严肃剧场”和。商业剧场”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演

出界争论了许久的问题，<白>剧的创演为解决这一矛

盾提供了一种具有参考性的经验，即以“版本定制”实

现二者的兼顾。根据市场的不同而量身定制，对版本进

行准确定位、取舍改变，将各个版本应具有的特色在初

创阶段加以详细考虑，并按创作需要分阶段或并行实

施，使最终作品具有弹性化特征。根据设想，<白>剧将

可按不同演出与发行方式的需求，定制推出大型舞台剧

版、小型时尚版、海外版等诸多迎合不同市场的版本，使

<白>剧更具市场竞争力、增加整体的成功几率。

总的来说，以政策为导向、以市场为前瞻、创造健康

的文化企业、院校、团体的生态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

国音乐演出文化市场的各种问题。只有以此为指导思

想，方可起到提高团体与院校教学、演出质量、营造健康

市场环境、促进市场可持续良性发展、繁荣我国音乐文

化市场的作用。

作为一部实验性作品，<白)剧已经完成了初创阶

段所提出的设想要求，即在探索戏剧表现新形式的同时

起到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的作用。(白>剧的成

功演出强有力地说明了这种以音乐为主导的新生艺术

形式在国内所具有的生命力。但<白>剧诞生的意义远

不仅仅如此，触发更多的思考、引发更多业界对音乐、戏

剧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的探讨才是<白>剧的深层使命

所在。

①以下简称。<白>剧”。

②泛指依照构剧法进行编制的戏剧，包含如话剧、京剧

等西方及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

代晓蓉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白娘子·爱情四季>制作人

(责任■辑张萌)

太极传统音乐奖揭晓

太极传统音乐奖颁奖盛典10月25日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地

的传统音乐守望者们欢聚北京，共飨这一乐坛盛事。

由中国音乐学院发起，在太极湖集团的鼎力支持下，中国面向

世界，首设传统音乐的学院奖——太极传统音乐奖。该奖授予在全

球传统音乐的表演、传承、理论和传播各领域内有杰出贡献和创意

性贡献的个人和团队，以期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传统音乐的保护意识

和推进人类音乐文明的多元化发展。

为了保证评奖的公信力、学术权威性和国际性，主办方云集国

内传统音乐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了组委会，并制定了严格的评选规

则。其评审流程既遵循了国际惯例，又有所创新，包括组委会提名、

通讯评审和终审三个阶段。通讯评委由国内外专家库中按比例随机

产生。终审评委共十一名，其中六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

ESC0)、国际音乐理事会(IMC)、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lM)、国际

音乐教育学会(IsME)、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和亚太民族音乐

学会(APsE)等国际学术机构推荐。终审评委经过现场讨论选出最

终获奖者，且每个国家不能超过一项。

在全球五十余个报名参选项目中，经过大奖组委会三个阶段的

严格评审，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学科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民

族音乐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的布鲁诺·内特尔、中国屈家营村“音乐

会”的林中树、青春版<牡丹亭>主持制作人、著名作家白先勇以及

印度西塔尔琴大师拉维香卡脱颖而出，摘得本届太极传统音乐奖。

该奖白今年8月正式启动，面向全球征集到了约五十项参评项

目，涵盖了传统音乐的各个领域。在经过两个阶段的评审后，共有23

个项目获得提名，12个项目入围。入围者将会获得太极传统音乐奖

1万美元的项目支持基金，而最终获奖者获得5万美元的奖金。I宁)

詹姆斯·高威爵士、杨雪霏与马新桦

室内乐音乐会举行

10月12日，“从德·法亚到皮亚佐拉——詹姆斯·高威爵士、杨

雪霏与马新桦室内乐音乐会”在王府井教堂举行。世界著名长笛演

奏家詹姆斯·高威爵士、中国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霏和大提琴家马

新桦联袂登场，一同展示了多位拉丁风格作曲家的作品。

音乐会中，高威爵士在意大利作曲家巴齐尼的(小精灵舞曲>

中展现了他高超的演奏技巧。杨雪靠独奏了有。近代吉他音乐之

父”之称的西班牙弗朗西斯科·塔雷加的<威尼斯狂欢节>，该作以

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效果探索了吉他演奏艺术潜力。同时她还演奏了

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毛罗·朱利亚尼的<A大调大奏鸣曲>。

音乐会的下半段以西班牙作曲家曼努埃尔·德·法亚的<六首民

谣歌曲>开场。此后，杨雪罪与马新桦共同演绎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

拉的<自由探戈>，高威爵士则用迷人长笛献上巴西作曲家维拉·罗

伯斯(巴西的巴赫风格曲>中广为流传的咏叹调旋律。 (宁)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