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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样板戏"反西皮唱腔基因解析(中)

王学仲【11

二、“样板戏”反西皮唱腔基因解析
京剧“样板戏”剧目中的反西皮口昌段及腔句数量不多，但比较杂乱。在《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

港》《龙江颂》《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磐石湾》之十个剧目的乐谱中，标名为“反西皮”的唱段及腔句涉及三个剧目，

四个唱段，而未加标记并夹插于正西皮唱腔中的反西皮腔句则涉及四个剧目，六个唱段。此外，还有被某些理论家误解误析的

反西皮唱腔涉及三个剧目中的三个唱段。在此，拟通过基因解析加以甄别，并对其改革之方法、创新之理念试加评析。

(一)《沙家浜》中的反西皮腔句

《沙家浜》中的反西皮唱腔共两句。用于第四场智斗一折——刁德一、阿庆嫂、胡传魁三人对唱。该唱段由反西皮摇板起

腔，两句过后，转为正西皮。(例32)

例32． 智 斗～

[反西皮摇板]
《沙家浜》刁德一、阿庆嫂、胡传魁对唱

(刁德一唱)这 个女 人 f呐) 不寻 常

这两句反西皮，上句为生腔(刁德一唱)，下句为旦腔(阿庆嫂唱)，均采用了传统唱腔之模式，但均有所创新。

上句唱腔的创新点有两处，一处是前分句尾腔移位。(例33)

例33． 移低四度。厂—]

其原形是个原位腔：：(例34)

例34． 原使腔厂————————]
A

在传统唱腔中多为原位形式，如前文所引《四郎探母》中的例句：
例3 5．

原位开；式

舍不 得老娘 啊

[1】作者简介：王学州，(1956～)，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兼音乐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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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创新点是：后分句基因腔被高度简化，强调了节奏而弱化了旋律。(例36)

例36

传统腔

年 高 迈

这两处的改动，虽源于传统但不落俗套，而又恰当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好谋、善断、阴险、毒辣。

阿庆嫂所唱的下旬，也是在传统腔基础上的改造。乐句模式与前文所引《鱼藻宫》戚姬唱散板句(例9)相同，但有所改动：

用了三个分句，皆由宫调腔(基因原形的移位形式)生成。第一分句为高腔(以强调“刁德一”三字)，第二分句转为低腔，第三分

句为第二分句的叠腔(重复)形式，既富有旦腔反调的阴柔之美，又贴切地表现了阿庆嫂之机敏而冷静地思索情景和“遇事不慌”

的性格特征。(例37)

例37

II

传统的反西皮声腔，被称为“哭腔”，是专门用来表现剧中人物哭诉情景的腔调程式。而在《沙家浜》中被用来表现人物的

“思考”，则可谓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程式。这两句反西皮以及后面的正西皮，问世40余年，至今仍在传唱，堪称“样板戏”之经

典唱段。

《沙家浜》是L世纪60年代的作品，由北京京剧团创作。这两句反西皮唱腔的改革体现了早期京派“样板戏”既尊重传统，

又力求创新之理念及特征。

(--)《奇袭白虎团》中的反西皮腔句

《奇袭白虎团》中的反西皮唱腔共四句，夹插在严伟才“为人类求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之正西皮原板段落中，乐谱未加标

记，前三句为混合型乐句(前分句为反调，后分句转正调)，第四句为单纯的反西皮腔句。(例38)

例38．

为人类求解放粉身碎骨也心”

《奇袭r_1虎I卅》严伟_『1H

反调腔 转正渊移1辽腔

、与午 情 景 义 重 现

反调腔

我 的 娘

转正调原位腔 反调腔

被荧蒋杀害

正调腔

化 崂 III。 两IlI 迢 迢 隔人

反调腔

]广————————————————]

海， 两家 苦 根 紧相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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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仲：京剧“样板戏”反西皮唱腔基因解析(中)11一————————————————————————————————————————————————————————————————————————一这个唱段的创新仅在于将反西皮腔句以“原板”形式自然地融入正西皮唱腔之中，以深化唱词意境，恰当地表现了严伟才

忆想当年“我的娘被美蒋杀害，，之悲伤情感。在传统唱腔中，反西皮上板类唱腔只有二六板，字多腔少，叙述性强，抒情’iiiii，

多属絮絮叨叨地哭诉。而将二六扩展为原板，无疑是对传统程式之创造性应用。

《奇袭白虎团》也是60年代的作品，由山东省京剧团创作。这个唱段亦体现了早期京派”(北派)“样板戏”尊重传统、谨慎

求新之特征。

(三)《智取威虎山》中的反西皮腔句

《智取威虎山》中的反西皮唱腔只有两个l二句，皆混用于杨子荣正西皮原板唱段之中。前一句用于第三场“管叫山河换新

装”；后一句用于第四场“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这两个腔句虽然在乐谱中未加标记(或许作者根本没把它们视为反西皮腔句)，但实为具有“开山”意义的反西皮新腔。

先看第一个腔句：{：例39)

例39．

管叫山河换新装
《智取戚虎山》杨子荣唱

这个乐句由两个基因腔构成，前一基因腔为传统式原形腔，后一基因腔则是一个全新的移位腔。如果将这个分句的基因

腔提取出来详解，则为：(例40)

例40 ⋯鞲芎塑莹至器

如前文所述，传统反西皮上句几乎无一例外(包括《沙家浜》上句在内)地用基因腔的变体(宫调腔)做尾腔。其结构为原位

腔(徵调腔)+移位腔(1言调腔)。如前文所示《连营寨》之例句：(例41)

例41． 反西皮二六上句
’连营泰’剥备唱

广——墼旦——]—塑马r』堡马r——————————————]广———一l

曹 操哇呃

而《智取威虎山j．中的这个上句则采用了另一种移腔方法：将原位腔上移五度。这既不失反西皮之风格(因为基因没变)，

又颇为新颖。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侈|J 42． 《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唱

新型移位腔广——————————]厂——————]

一心 要 砸 碎 千年铁锁 链

腔幻

腔为

掘嘲

糊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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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一例句(例39)比，这一句属于“压缩形式”，但腔句结构与创作方法与前一句完全相同。

《智取威虎山》中的反西皮唱腔虽然只有两句(实际只有一句)，但非同寻常，它不仅为京剧反西皮唱腔创造出一种新腔，而

且还为唱腔创作开拓出一种新的方法，为后来的“样板戏”反西皮唱腔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样板”。从下文的腔句解析中大家将

会看到，其后的反西皮上句，莫不效用此法。为使行文简洁，可将其命名为“威虎山上句”。

《智取威虎山》由上海京剧院创作，虽与《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属于同一时期(60年代)的作品，但颇具“海派”京剧善变

求新之风范。这一腔句的改革，标新立异，正是其创新精神的体现。

(四)《平原作战》中的反西皮腔句及唱段

《平原作战》之反西皮腔句涉及两个唱段。

第一段夹插在第三场赵勇刚所唱“好妈妈疼爱咱像亲娘一样”的正西皮唱段中，共三句，乐谱上未加标记。乐句结构较复

杂。可先以乐句为单位粗略分解如下：(例43)

例43．

好妈妈疼爱咱像亲娘一样
、平原f!战}赵勇刚唱

上． 缘 茸砭 丁棉表来 衰÷￡． 煎药汤．景 口：

：磐亳复耋鼋蓖塑蟊||||鸶蟊垂三墓兰星垂重薹
耸：o高 鹁四予萄

粜f{j ’p， 勤j’ 。H， 北I‘【刺跨 寡． 鬟 瓮 碧 ；d：霭

第一句(上句)曲调由单基因腔生成。其中，第一分句为正调腔，第二分句基因腔移位转反调——前两分句的基因腔为断

裂形式，第三分句归入基因腔。如将整个乐句的基因腔还原出来其步骤为：

1．将第一分句下移四度变为反调腔。(例44)

例44

下侈四霞

2．将第三分句下移五度变为原形腔——该分句使用的是“威虎山上句”之移位法。(例45)

例45．

!下够五度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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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第一三分句还原后的曲调与第二分句连接，其基因原形则浮出水面：(例46)

例46．
第一分句 第二分句 第三分句广——]广———]广————]

釜垫至塞三塞量塞兰星三三三妾塞
。7 1．．．．．．．．．．．．．．．．．．．．．．．．．．．．．．．．．．．．．．．．．．．．．．．．．．．．．．．．．．．．一

扩 展

可见，这个上句腔形属于“威虎山上句”一类。

第二句(下旬)结构非常复杂，如以基因腔为单位构解析，可分为五个分句，前三个分句由基因腔分裂出的一个临时商调腔

(原位及移位形式)而生成，三个分句属于变奏关系。(例47)

例47．

移位r_——：=_第一分句：；{i季鱼呈E三差毛手弓耋三三；鼋耋蚕三亏耋茎蚕兰三鞋
基因眩断裂而主Ij芟的临时两1月眭

原位

第二舒句

I．．．．．．．．．．．．．．．．．．．．．．．．．．．．．．．．．．．．．．．一
商1目睦变妻

第三舒句：i多霉唾莹垂iI圣薹摹墨|l茎塾垂三；三三三三五三；三三三三三基I
第四分句归入基因腔(腔尾移位)，第五分句由一个完整的原形基因腔构成。(例48)

例48

第四分句

第五分句

基因腔腔尾

I．．．．．．．．．．．．．．．．．．．．．．．．．．．．．一
基因腔原形

这个结构复杂而又不失韵味的长大下句腔，在传统反西皮唱腔中绝无仅有，在现代唱腔中亦不多见。只可惜作者未将其

视为反西皮腔句而加以标记。

第三句(上句)由两分句构成，前分句为反调腔，后分句转为正调腔。前分旬腔尾采用了局部移位方式，与《沙家浜》反西皮

上句腔式类同。(例49)

蛊一番茁一

|n]|转一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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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9

《沙家浜》

移f、7

这阶级 的深情 厚 谊

移似厂—]

这 个女 人 (呐)

总体来看，这i句夹插在正西皮唱段中的反西皮腔，虽未像《沙家浜》那样做出明细标记，但实为“样板戏”反西皮唱腔的上

乘之作。

第二段，是“样板戏”中鲜有的标名为反西皮唱段的多板式唱腔。该唱段位于第六场，用于赵勇刚及众乡亲哀悼被日寇枪

杀的张大娘之悲愤场景。

这个唱段虽标名为“反西皮”，但实际上反西皮唱腔只有六句——前六句，后八句转为正西皮。(后文将做专论)

这个唱段中的六句反西皮与前一段创新方法不二，基本沿用了“样板戏”反西皮唱腔的创作模式。

第一二句，散板。这是“样板戏”反西皮唱腔中唯一的两句散板(《沙家浜》智斗为“摇板”)。

第一句(上句)，由三个基因腔构成，第一分句腔尾为移位形式，第二分为原形，第三分句为正调移位腔的省略式(与前文例

16《南天门》之传统唱腔类同)。(例50)

仞I 50．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反西皮散板]

第一分句 移位 第二分句厂———————————————]j1厂—————————————]

《平原作战》赵勇刚唱

第三分句(正调移位腔省略式)厂———————————————————]

哀 思 如潮 热 泪

第二句(下旬)是个传统腔，由断裂式单基因腔构成(与例7腔形相同)。(例51)

例51．

断裂式单基因腔

平 JI『有边 『九无 涯

第三句(上句)，由两个基因腔构成，前分句由原形腔扩展而成，增加了抒情性；后分句由移位腔构成。整句腔形属于“威虎

山上句”。(例52)

例52．

原形腔扩头 移位腔

在 一起说不尽 贴心 话

第四句(下句)，由两个基因腔构成，前分句基因腔扩尾；后分句转为正调腔。(例53)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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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3
曛形控扩尾 转正调腔

今 日 里成 永别 她热血 映

下旬尾腔转正调，在传统戏中有先例(例17)，在“样板戏”中也有先例(如例38《奇袭白虎团》第二句)。但这个例句的用腔

与前两例有所不同，没有换用正调腔而是使用了反调基因腔的移位形式。(正反调之基因腔称谓相反，正西皮的原位腔即反西

皮的移位腔)。(例54)

例54．
移{立睦

原形腔

够低四度还原

因而，可视为反西皮下旬腔的一种创新性用法。(这种用法在《磐石湾》反西皮腔句中被借鉴并发扬)。

第五句(上句)在结构上与第三句(上句)属同一类型——“威虎IlI上句”。(例55)

例55
原形腔 移位腔

i掣塞塞叠垂虽享荤叁
好 妈妈 斗敌冠 一 死 泰LU 重

第六句(下旬)由断裂式单基因腔构成，与第二句(下旬)略同。(例56)

例56．

断裂式单基因腔

平原上军和民 永 远都怀 念 她～

这六句虽没有更多的创新点，同传统唱腔比仍不失为“新腔”。‘

《平原作战》是上世纪70代的作品，由中国京剧院创作。属于后期“样板戏”中的“京派”作品。从以上基因分析来看，“后

期”、“京派”之特点兼而有之。它既传承了前期“样板戏”之成果(如“威虎山上句”)，又恪守传统规则而不失反西皮声腔之韵味。

近年来出现的某些“样板戏”研究者对于《平原作战》的唱腔创作颇有微词，认为“无新意”、“可用高、硬、快三字来形容”。

笔者认为：实乃屈煞作：著。至少这两个唱段中的反西皮腔句，既有“新意”，而又不“高”、不“硬”、不“快”——情深意切。

(五)《磐石湾》中的反西皮腔句及唱段

《磐石湾》中的反西皮唱段及腔句在十个京剧“样板戏”中可谓数量最多，涉及四个唱段。其中，有两个为独立的反西皮唱

段，其余则属由“反西皮”起板的腔句，声腔布局与《沙家浜》智斗略同：反西皮——正西皮，但乐谱上却标腔为“西皮”而无“反西

皮”之字样。

下面按场次顺序加以解之：

1、陆长海唱段“常备不懈”

这个唱段是位于第一场，用于陆长海说服、教育其妻巧莲应“常备不懈”之情景——语重心长。唱段共六句。乐谱标腔为

[西皮慢二六](四句)转【流水](二句)。实际上前四句属反西皮与正西皮的混合腔，后二句为纯西皮。(例57)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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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7
常备不懈

《磐石湾》陆长海唱

原形睦 原形腔 移位腔

小天地 罩 住
FI

要看 到 大海上 浪 恶 凡 狂

艳阳 天 还须防 寒 流 骤 降． 百花园 百

花 园 也 肓 那 蛇蝎 暗 藏

第一句(上句)属于“样板戏”之常规反西皮腔句——“威虎L“上句”。

第二(下旬)、三句(上句)也属于“样板戏”常规性乐句(混合型乐句)。其中，第二句正调腔(亦包括第四句后分旬之正调

腔)，皆使用了《平原作战》(例53)的移腔套路(腔调略同)，将反调腔移为正调。(例58)

例58

咧53后分句

fq57第二句后分句

{q57第四句舌分句

蛇蝎 暗 藏

因而，可视为由《平原作战》所创造的一种新的反西皮下旬腔程式之延续。

第四句(下旬)亦颇有新意，与众不同，乐句不以原移位腔做铺垫，而直接用移位腔起句，并且连用，实乃“威虎山上句’’之移

位方法的延伸与发展。

此外，这些连用的移位腔中还另有玄机：暗含着唱腔主人公陆长海的主题音调。(例59)

例5吼 陆长海音乐主题：i鐾兰鱼窒差三三至至三呈兰i车垂至茎主三重至；莲“

I＼＼＼、、、、 一j移低四度＼＼＼＼＼、第二三分句唱腔：摹塞兰些舅差三三垂三三≥三三拿差主耋塞主茎妻三≤
在京剧“样板戏”中，为剧中人物设计音乐主题始于《龙江颂》(之前的样板戏所用主题皆选用歌曲)。而将主题溶入唱腔中

也是从《龙江颂》开始，到了《杜鹃山》被发扬光大。这种做法反映了将京剧音乐歌剧化的一种探索。《磐石湾》在《杜鹃山》之后。

这段反西皮唱腔中的主题音调隐现，显然是这种探索和创作理念的应用与实践。

2．项武伯与陆长海对唱“原以为石沉大海”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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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唱段也在第一场，用于项武伯见到解放前海匪的杀人罪证“白头巾”和“刀鞘”之后忆想往事之情景。该段共六句，前

三句由项武伯唱，后三旬为陆长海唱。乐谱标腔为[西皮慢二六]转[西皮快二六]。其实，前三句为反西皮，后三句才是正西皮。

(例60)

例60
原以为石沉大海

《磐石湾》项武伯唱

一譬厂』监—]—I』塑LI—I——坠厂———]厂——————————]

原 以 为 石沉大海 永 成 不 白 冤。 f哪) 不料想 当年罪 证

重 现 眼 前。 白 头巾包刀 鞘 一桩可疑 案，

转正调移位腔

这三句反西皮虽然出现在最后一出“样板戏”且“海派”剧目之中，但却非常“传统”。第一句后分句没有使用“样板戏”惯用

的“威虎山上句”，而别出心裁地使用了被“样板戏”“遗忘”多年的反西皮二六传统形式的上句腔。其标识是以宫调腔为尾腔。

但不是照搬，而是做了个性化处理，如la改为si，增加“哭腔”效果。如将其与例10(传统腔)比较其关系清晰可见：(例61)

例61

然而，“复古”也是“创新”。传统腔句闲置多年，乍用起来，亦令人耳目一鲜。

而第二句和第三句也很“传统”。其基因腔形态分别与例2(《南天门》散板下旬)、例38(《奇袭白虎团》原板上句)略同，不

再赘述。

3．陆长海唱段“望海空”

这个唱段位于第四场，用于表现陆长海面对复杂的战况心潮涌动、静心思考之情景。乐谱标腔为[反西皮原板】，是该剧之

有名有实的反西皮唱段之一。

唱段虽只有两句，但句幅长大。

上句由三个分句构成。第一分句有两个基因腔，前腔为原形，后腔为移位腔；第二三分句由正调移位腔的断裂形式构成。

(例62)

例62．
望海空

《磐年i湾》陆长海唱

原形腔 移位腔

，厂——————————]二===二二二二二j

望 海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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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调移位腔

星 移 斗 转 月

西

这1、林，口J明刨耕息伺一：一是弟一分，口J嗣刚基凼腔将原彤腔盯ml首快戚J升ta——此处Z刨耕，新则新吴，但有点“跑味

儿”。因为它触动了基因腔之骨干音。好在其转瞬即逝，，韵味失落得不很明显。另一个创新点是融入了剧中之两个主题——

全剧主题和陆长海主题。(例63)

侈o 63． 全斟主题：il!!篓垂三至至三三三三三主至三三I耋ii量
一一当篓丝至三要垒唱腔曲谭：妻鳖垂三三差三蛋耋耋呈三

陆长海主题：i}!鱼窒l垂篓三薹垂垂；；l蘑
骼蝴：錾圭皇塞≤釜囊

下旬由两个扩展式原形腔构成(后腔含移位)。(例64)

例64

“ 矗 F ；{ 贰 戎日? j省

这个乐句的创新点是：再次融入了陆长海主题(第6～9小节，即后基因腔移位部分)。

这个唱段，如果按一般性的声乐作品(如歌曲、歌剧唱段)之标准来品评，不失为好作品。曲调舒展，抒情性很强，全

剧主题和人物主题频频介入，配之以“紧拉慢唱”式的伴奏，恰当地表现了陆长海之“内紧外松”思索情态。然而，如从“反

西皮原板”的角度看，则不失为败笔。这段“反西皮”唱腔的改革，可谓达到了“脱胎换骨”之境地。不但改变了基因，也改

变了板眼程式——虽标名为原板，而无原板“眼起板落”之节奏特征。反复出现的“两个音乐主题”及前分句基因腔的改

动，极大程度地淡化了反西皮唱腔的韵味。因而，如按照戏曲唱腔的美学标准来衡量，则不能算是成功之作。

4．曾阿婆唱段“面对仇人怒火烧”

这个唱段位于第六场，是曾阿婆面见偷渡登陆的仇人海匪头目黑头鲨时怒目而斥之情景，是“样板戏”中唯一的一段

老旦反西皮唱腔。唱段共六句，用了两种板式，乐谱上标名为[反西皮小导板]和[快板】。从标名上看，两种板式均前所未

有。在传统唱腔中反西皮没有导板(多由正西皮导板导入)，也没有快板(只有二六和摇板及散板)。(例65)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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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5
面对仇人怒火燃

《磐石湾》曾阿垫唱

反西安小导板j [快扳]

茬列仇 人 怒 火 燃。 哪 个 j句 胆包天 敢上 前。

妇 旗是 我 渔 家 箭： 红 谯 嚷 玎渔 寡 天。渔 家在 处 五

挚萤耋砉耋垂囊垂鐾i菊
穗 在。纠、 然 是血 溅红 旗 也 心 甘

这个唱段对传统反西皮唱腔的“改造”亦属“脱胎换骨”——不但“改造”了其功能，而且还改写了基因。所以，堪称“样板戏”

反西皮唱腔改革之败笔中的败笔。

首先，在表现功能上一反传统。如上所述，传统戏反西皮唱腔是专门用来表现悲伤的“哭腔”，而这个段子所表现的是“愤

怒”——改变了反西皮的腔调特性。进而失去了反西皮存在的意义。在戏曲唱腔中，各种程式(正西皮、反西皮)犹如公鸡司晨、

母鸡生蛋——各有各的功能、用场。如反其道而行之则无异于“性变态”。

其次，修改了反西皮的腔调基因。反西皮的腔调基因——如前文各谱例所述为：(例66)

例66． 堕堡壁

“L————————————一
阴形肺

这个基因腔具有双重调式调性之特征。在调式上，可徵、可宫(移位宫)。在调性上，具有正西皮之“属调”(上方五度调)的

性质。其位于下句腔(声腔属性的标识性乐句)时，行使宫调腔之职能。

这个基因腔可以借乙(向属调方向运动——即正调的重属)唯独不能借凡(向反调的下属调方向运动)。因为，一旦借凡则

等于回到了正调而失去反调之个性特征。所以，以往的反西皮唱腔改革——无论是传统唱腔之移位，还是“威虎山上句”之移

位，均未改写这个基因“例67)=垒当盏[———————————～
反西皮基因腔：耋鐾三兰兰三兰三三j三三兰三三三三三竺三j三三兰三三三

仞I 67．
u

传统移位腔：毒基兰垂呈茎三三三至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至
“威虎山上句．：妻塞耋兰兰三三三至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圭

因而，以往的改革均属不失韵味地丰富反西皮之腔调。而曾阿婆的这个段子在反西皮之主体部分([快板】乐句)中，基因腔

被借凡而异为商调腔，如第二句：(例68)

例68 啪：挚季蚤垂鎏叠垂雅
i：i 叫i L·一J

基臁妻鐾三圣兰重重主兰三三兰量
。1．．．．．．．．．．．．．．．．．．．．．．．．．．．．．．．．．．．．．．．．．．．．．．．．．．．．．．．．．．．．．．．．．．．．．．．．．．．．．．．．．．．．．．．一

这种改革不仅使反西皮的韵味一扫而光，而且颠倒了西皮声腔之上句商、下旬宫的句法程式。其借凡的基因腔实为正西

皮的上句腔的移位形式。因此，这种改革属“错句乱腔”。

这个唱段除了定调(老旦定调一般为G，此段为D)和落音(s01)具有反调特征之外，其他因素均与反西皮相悖。因此，堪为

失败的探索。

《磐石湾》是最后一出京剧“样板戏”，由上海京剧院创作，属于“海派”后期作品。其中的反西皮唱腔亦体现着其“时期”和

“海派”之双重特点。不但善变求新，而且加大了改革的力度。然而，过犹不及，刻意求新，“新”过了头则走向了反面。《磐石

湾》反西皮唱腔的改革可谓成败得失各自参半。(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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