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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歌剧 音乐创作中人物唱腔形式的民族性 

雷 丽 

(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摘 要]在歌剧 《原野>的音乐创作中，作曲家在人物唱腔形式上继承、创新了自己民族戏曲里许多 

优秀的传统，中国戏曲里 “紧拉慢唱”的唱腔形式，中国京剧中 “乱锤”的节奏特点，宣叙调中的说白、韵 

白、吟诵等表现手法，还有融唱、吟于一体的咏叙调。力求在把握民族性、交响性、戏剧性这一总体框架 

基础上，处理好戏剧与音乐、器乐与声乐、咏叹调与宣叙调三者的关系。突出音乐创作中人物唱腔形式的 

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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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 《原野》创作于 1986年一1987年 ，1987 

年 9月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首演于北京 。1992年 1 

月由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制作。华盛顿歌剧院用中 

文演唱，这是中国歌剧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中国歌 

剧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歌剧 《原野》最直接的表现 

是通过音乐来表现戏剧冲突。 《原野》借鉴了西方 

严肃歌剧中充分刻画的歌剧人物形象，将音乐形象 

与戏剧形象有机融合起来，达到高度统一。剧中通 

过金子的两首咏叹调和焦母的一首咏叹调，将两者 

的关系把握的非常到位，焦母的宣叙调、吟诵和道 

白，仇虎的咏叙调，乐队演奏的和谐统一，加强了 

戏剧高潮时矛盾冲突的场面，体现了歌剧中音乐唱 

腔形式的民族性的重要作用。 
一

、 咏叹调 

咏叹调一般是歌剧中主角的独唱，在一部歌剧 

里至少有一两首咏叹调。其作用像是戏剧中的 “独 

自”，表现出人物形象的特征。同时它也是歌剧中 

最精彩的唱段，结构完整，需要演员掌握高度的演 

唱技巧。 

歌剧 《原野》中女主人公金子的咏叹调在第二 

幕结束前 《你们打我吧》 (见谱例 1)中，在演唱 

与伴奏上都采用了中国戏曲中 “紧拉慢唱”的唱 

腔形式。这首咏叹调的台词唱到 “我——做—— 

了。偷——了——人，养——了——汉，你们—— 

打我一一 吧。” 这几个动词形成排比句，速度为每 

分钟 96拍，力度逐渐加强，旋律起伏较大，．所表 

现的情绪非常激动。演唱上比较慢条斯理，伴奏上 

却采用急速的节奏，极强的力度，密集的音型，常 

常用来表现金子心理外松内紧，强作镇定等矛盾的 

情绪。焦母和大星用鞭子迫使金子说出她的奸情 

族音乐土壤，创作属于自己的民族化音乐作品，起 

到加固民族情节，极大地促进国家、民族的文明和 

发达的作用。使中国民族化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 

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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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叙调 

通读歌剧 《原野》总谱会发现， “宣叙调”是 

全剧的线条，随着音乐剧情戏剧化发展的需要。作 

曲家除了较多地运用了 “咏叹调”外．同样注重了 

“宣叙调”的运用。这类 “宣叙调”的音乐素材大 

多由相同或相近发展变形而成，不同于过去传统西 

洋古典歌剧中 “带音高说话”的演唱形式。宣叙调 

在歌剧中是一种常用的声乐体裁 ．它是一种 “朗 

诵”式的歌曲，相当于戏剧中的 “对白”。用以交 

代故事情节、展开戏剧矛盾冲突和 以器乐推动为 

主，力求在乐队的伴奏行进中，达到全剧的对比与 

统一。它是宣叙调中 “民族神韵”的集中表现．包 

括说白、韵白和吟诵等，将运用中国戏曲中的 “音 

从字出”和 “依字行腔”等的创作原则，让人感觉 

自然流畅。富有韵律美。如第一幕焦母的宣叙调 

《好看的媳妇败了家》 (见谱例 5)中，这首唱段 

作曲家在塑造焦母的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的音乐形 

象时采用了怪诞的音调、松散的节奏。演唱者要带 

着埋怨的情绪，音乐力度为中强，随着伴奏音乐的 

意境 ，憎恨地唱出 “这个活妖精跑到那里去了”。 

紧接着埋怨地唱到 “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哎。娶了个 

美人丢了妈哎”。最后作曲家将中国戏曲的拖腔手 

法和无调性技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演唱最后一 

个字 “嗯⋯⋯”时，演唱者用鼻腔哼鸣的方法，刻 

画了一个鲜明的焦母形象 。 

谱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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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剧作家特有的财产包括吟诵、说白和韵 

白。它是直接吸取我国的戏曲、民间的吟诗等传统 

创作手法加以歌剧化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它是 

对中国语言。尤其是中国特有的“四声”声韵内含的 

表情意义、美学意义的挖掘与发展。这在第三幕里， 

焦母的吟诵式《焦母与仇虎的对唱》之二(见谱例 6) 

中有所体现。如吟诵式的歌词，“雾腾腾天阴沉，我 

看见你人头落了地．鲜血四处喷，⋯⋯”打击乐器 

有木鱼、锣、铃铛和小军鼓等民族乐器。这段作曲 

家根据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了刻意安排，精心设计的 

打击乐，衬托出了焦母似唱非唱、似说非说吟诵式 

的说唱，音乐既要服从于对白，又要积极作用于戏 

剧情节 ，从艺术处理方式上获得的音乐戏剧化效果 

更具有东方民族性色彩。渲染 出了剧情阴森恐怖的 

气氛，为全剧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谱例 6： 

作曲家对剧中白傻子形象塑造的可谓是 “点石 

成金”，她是一个似傻非傻的人，与主人公仇虎、 

金子和焦母起着连接作用。他典型的唱段第一幕 

《自傻子与仇虎的对唱》 (见谱例 7)中运用戏曲 

中说白、韵白和吟诵等形式于一体。采用四拍子节 

奏，使用民族乐器中的大堂鼓、小堂鼓、和小锣， 

结合白傻子说唱式的唱词，揭示出一种幽默诙谐的 

民族性。 

谱例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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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叙调中运用半说半唱的形式起到了渲染剧情 

氛围的作用，这种歌唱、咏诵与道白交替出现，互 

相配合的创作手法类似于中国戏曲中的唱白互现手 

法 都是表达人物感情的重要艺术手段，并在歌剧 

《原野》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如在第一幕中 《焦 

阎王，你怎么死了》 (见谱例 8) “阎王，阎王， 

焦阎王 (唱)你怎么死了? (白)你怎么不等我回 

来? (唱)⋯⋯” 

谱例 8： 

又如第一幕金子的咏叹调 《哦，天又黑了》中 

《多么想有那么一天》 (见谱例9) “不 (白)这难 

道就是我金子的命?我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水里火里⋯⋯ (唱)”这些都是唱白互现的表现手 

法，出现道白时，此时音乐休止，为了前后形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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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来表现歌剧的剧情，音乐的突出，更增加了戏 

剧性的效果。这种特殊的表现手法在歌剧 《原野》 

里，明显具有民族化特征，在西洋歌剧中一般不容 

易看到。 

谱例 9： 

三、咏叙调 

咏叙调又称叙咏调。它与宣叙调比起来要多一 

些音乐性。它具有我国传统说唱音乐的一些特征， 

这种融唱、吟于一体，介乎咏叹调与宣叙调之间的 

段落，似乎更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作曲家金湘先 

生在写歌剧 《原野》时创造了咏叙调这种歌唱形 

式。过去我国的歌剧虽有一些发展，但还是在话剧 

加唱的水平上发展，运用紧凑的音乐节奏，增强浓 

厚的戏剧性色彩，在更好地使用交响乐队方面，还 
一 直是个薄弱环节。咏叙调借鉴了西洋歌剧，创造 

性的发展了我国的传统歌剧。金湘借鉴吸收了西洋 

歌剧的手法并结合我国民族的说唱道白，再加上戏 

剧的打击乐。成功地使用了咏叙调和宣叙调。并在 

这个咏叙调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 

作曲家结合管弦乐进行整体构思，这样加强了乐队 

与人声的立体效应。例如第一幕中仇虎演唱的 《死 

不了的我又回来了》一段咏叙调。 (见谱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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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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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金湘创作的歌剧 《原野》非常感人，他 

的成功之处在于准确地把握了作品内涵，以作品内 

在的张力为立足点。继承发扬民族的戏曲精华，借 

鉴吸收了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融合各种作曲技法 

完成了整体构思。并把乐队和声乐的交响发展作为 

戏剧展开的基本手段。全剧的整体构思感极强，特 

别是剧中运用了咏叙调与宣叙调，在我国歌剧创作 

史上是一次突破。田亚茹曾谈到： “歌剧 《原野》 

的成功说明了这种大胆尝试突破的成功，结合民族 

的与西方的创作技术，不但没有疏远观众 ，反而让 

观众产生了共鸣。在这里运用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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