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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戏曲音乐

是戏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观“2012年山东省优秀舞台尉目展演”有感

安啸梅

2012年9月26日至10月23日，由卡艺节山东省筹委

会、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的“喜迎十八大相约十艺蒂

2012年山东省优秀舞台剧目展演”(以下简称展演)在山东剧

院、历山尉院、梨园大剧院、百花剧院等剧场演出戏曲、歌舞：

杂技59场33个剧目，其中戏曲剧目在这次展演中所占比重

最大。

参加此次展演的戏曲剧种有京剧、山东梆子、莱芜梆子、

茂腔、柳琴戏、柳子戏等，剧目大多是山东近几年新创作的剧

目，有新编历史尉《铁血鸿儒》、《重瞳项羽》、《两狼山上》、《萧

城太后》，现代戏《古城女人》、《儿行千里》、《乳娘》等题材。戏

越是“以歌舞演故事”。也就是说戏曲是用声腔和肢体语言来

演绎人物的喜怒哀乐，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展现戏剧

性事件过程的。换言之，戏曲音乐在戏曲艺术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位置。在振兴戏曲、振兴地方戏的今天，我们有必要

重新审视戏曲音乐的作用。

一、戏曲音乐的价值

戏曲音乐是戏曲综合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

其他表演艺术，如话剧、舞剧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区别不同

剧种的主要标志。它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的系统，它

既有自身的艺术规律自成体系，又伴随中国戏曲的发展，渗

入了中国戏曲综合艺术的规律和特色，是中国传统音乐珍贵

的文化遗产。

戏曲音乐将民族声乐、民族器乐艺术的精华集于一体。

其实践经验具有极高的成就。例如戏曲音乐的一腔多用。润

腔、宫调转换、打击乐中的对位、锣鼓经都自成体系，戏曲剧

种有许多冠以地区的名称。如、山东梆子、山西梆子、河北梆

子、秦腔等等，这说明每一个剧种的音乐都是极富地方特色

的民间音乐。在戏曲音乐中包含了浓郁的地域文化，因此可

以说戏簿音乐是独躺也的中国音乐：
：：藏袖音乐{镬造戏剧人物方面的作用
在戏曲艺术中，唱腔音乐是塑造人物性格，表达人物喜

怒哀乐莳重要表现手段。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大多是以唱

工为主，它们当中有许多优美、动听、脍炙人口的唱腔唱段，

如《空城计》的西皮二六、《苏三起解》的西皮流水、《打龙袍》

的原板以及《杜鹃山》成套反二黄唱段等等。这些唱腔、唱段

深刻地表现了剧中人物的感情，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

带动听众与他们一起喜、怒、爱、乐，并从中得到教益，观众在

感动的同时，又得到了艺术美的享受。

戏曲音乐与“纯”音乐有所不同，主要区别表现在：戏曲

音乐要与其他艺术手段相结合，除了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

还要为故事情节的展开及舞台氛围的烘托服务，它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展现人物的神韵

音乐能够深入人的心灵，细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中

国戏曲音乐把旋律线条发挥到极致，以音乐旋律来淋漓尽致

地抒发人物情感以激起观众强烈共鸣。戏曲音乐与中国的水

墨画一样，在似有似无间蕴藏无限的神韵。

以板腔体剧种音乐来说，其主题音乐是以一、两个基本

调为主，通过各种手法变化塑造不同人物及其情感。因此在

戏曲中不同剧目、不同人物、不同行当都用该剧种的基本调

及其变化形式来表现，在戏曲音乐中充分体现了共性与个性

的和谐共存。如《失街亭》中孔明唱腔“两国交锋龙虎斗”和

《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唱腔“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相

对比：两段唱腔都是运用京剧的西皮腔。西皮腔的共性是：以

对应结构为基础，上下旬皆眼起板落，多用切分节奏，旋律多

为跳进，调式为宫调式，从而形成了西皮腔明朗、刚健、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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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由于各剧目中刻画的人物不同，在运用西皮腔时．音

调、节奏、旋法等细节就略有变化，虽然曲调都是从西皮“基

本调”衍化而来的，都是围绕西皮“基本调”展开，但旋法、节

奏细节大不相同，通过不同唱段的“个性”分别刻画了不同时

代，不同性格的不同人物音乐形象。

两段唱腔都是运用西皮腔．但不同剧目描写的人物形象

截然不同，一个描写古代运筹帷幄、机智多谋的军事家．在中

音区运用环绕式的旋律线条，西皮基本腔典型的节奏。把一

个胸有谋略．遇事沉着的孔明呈现在观众眼前。另一个描写

当代大公无私，誓为人民挑重担的共产党员形象。充分运用

西皮抑扬顿挫的旋律、豪放的甩腔及顿挫有致等节奏特点，

并使旋律多出现在高音区．表现出共产党员勇往直前的光辉

形象。

戏血音乐在描绘丰富多彩．千姿百态人物方面比其他艺

术形式更胜一筹，特别是优秀演员的二度创作，对人物成功

的塑造更是锦上添花。如梅兰芳版《穆桂英挂帅》在唱腔“难

道说我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忠心”两个字梅兰芳先生

提丹田气用立音唱出了穆桂英重上战场时候的雄心。又如

“猛听得金鼓响号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

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

能属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我不挂帅谁

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唱段中“我一剑能挡百万兵”的“兵”

字，其实是一个普通的腔，这种腔在西皮的戏里是常见的。但

是梅先生在这里却唱出了干军万马的气势．充分抒发了穆桂

英当时的激昂感情。又如“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

兵”，一个“帅”字，还有一个“兵”字，在演唱时着重表现，既表

现了穆桂英的自信，又给予观众极大的想象。

2、表现人物的性格，抒发人物感情

戏曲音乐在揭示角色性格和内心世界以及表达他们的

感情方面是独一无二。如在黄梅戏《天仙配》的唱腔“到底人

间欢乐多”的“闻一闻瓜香心也醉，尝一尝新果甜透心窝．听

一听乡邻们问寒问暖知心语，看一看画中人影舞婆娑⋯⋯”

这是极具表现力的四个排比乐句。演唱时严风英用富于弹性

的适度力度的吐字强调了闻一闻的“闻”字。尝一尝的“尝”

字，听一听的“听”字．看一看的“看”字。“心也醉”、“甜透心

窝“、“知心语”、“舞婆娑”的语音、语义、语气等的变化通过严

凤英的演唱，细腻的表现了七仙女在人间幸福的心情．使得

人物的音乐形像韵味十足，且强化了七仙女的感情色彩。

《赤桑镇》包拯劝嫂娘的一段“二黄”唱段：“自幼儿蒙嫂

娘训教抚养，⋯⋯弟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败坏纪纲我难对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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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行腔动听，裘盛戎为更好地塑造包拯的音乐形象使用了

多种装饰音。为表现包拯据理陈词，说服嫂娘的情景，把唱腔

处理得独具匠心。另外，这段唱还大胆地借用了其他行当的

唱腔来表达人物感情，唱段的最后一句“弟若徇私上欺君下

压民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的拖腔，迂回Ittt折、自然舒展、委

婉动听。这个拖腔是在裘盛荣在净行唱腔中首次运用。因为

这段唱表现的是小叔劝嫂。嫂嫂把他抚养长大，有抚养之恩，

对嫂嫂的感情同于母亲。可以说嫂嫂对小叔有恩在前，但小

叔“负义”在后。包拯此时的处理。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而是对

嫂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此模仿旦腔的拖腔，使唱段如泣

如诉，娓娓动听，充分表现包拯带有愧疚的柔情的一面。

3、配合人物的唱念做打．统一和调控舞台节奏

戏曲音乐除了声腔音乐外还包括念、器乐伴奏。戏ittt器

乐中的各种各样的曲牌，打击乐的不同锣鼓点．构成戏曲中

的伴奏音乐。戏dtt艺术无论是唱、念、做、打，都是以音乐节奏

为纽带贯穿全剧，并且起协调统一作用。

音乐鬻主篙麓嚣鋈鬻嚣装威茎音乐化了的。如《三岔口》、《闹天宫》等以打斗为主的“武工，P弋兰

戏”，《沙家浜》中第九场“开打”，音乐同样也在其中起纽带的

关键作用，举手投足处都有音乐，通过音乐烘托，戏曲人物的

动作舞蹈化、音乐化，这也是戏曲独特表演风格的体现。

以上几点，说明戏曲音乐是戏曲艺术不可缺少的构成要

素，它始终渗透和贯穿于整个戏曲艺术的各个方面。特别是

在声腔音乐方面，演员的二度创作也不可忽视，很多经典唱

段都是融合了演员的二度创作后形成的。戏曲剧目完成都需

要通过音乐的轻重、强弱、张弛、紧松等各种速度和力度的变

化来统一全剧的节奏，通过动与静的对比来加强戏剧性的表

现力。

看过展演后，感觉这次展演的许多剧目在音乐上还有很

大的改进潜力，比如京剧《铁血鸿儒》中为使唱腔更抒情，运

用了二黄与四平调相结合；为更好的表达人物情感变化，运

用了成套唱腔。这些尝试不一定能取得短期效果。但总归是

积极的。我们也希望戏曲工作者们能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提

高水平，不断取得进步。

戏曲舞台人物千变万化．剧情千差万别．因此需要每个

剧种的音乐根据人物情感的需要，在自己独有的音乐风格基

础上博取众长，灵活运用，创造出栩栩如生的舞台戏曲音乐

形象，这也是戏曲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作者单位：山东省艺术研究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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