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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家住安源》电子管风琴伴奏

形式与方法研究

庞渤‘11

【内容提要】由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长久的发展中，中国的音乐文化在不断整合、沉淀中
形成了多种风格迥异、异彩纷呈的音乐艺术风格。电子管风琴作为一种以欧洲
管风琴为文化主体、以现代微电子技术为硬件支持的新型乐器，一直以出众的表
现力使听众为之倾倒，但众所周知的是电子管风琴一直以西方音乐与现代电子
音乐为主要表现对象。多年以来，笔者一直从事电子管风琴的演奏、教育与研究
工作，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力求找到电子管风琴与中国民族音
乐表现的契合点，以期从此切入使电子管风琴的演奏与中国民族音乐在融合中
产生碰撞，在传承传统中突破二者之间的界限，既让电子管风琴服务于中国民族
音乐、又可利用中国的音乐文化丰富电子管风琴的音乐组成，产生一个双赢的结
果。2010年，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给了笔者实践这一想法的空间与机遇，沈阳
音乐学院将京剧((杜鹃山》中的选段((家住安源》改编成民族声乐合唱形式作为
2010年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参赛曲目，笔者以此机会深入的对民族音乐与电
子管风琴之契合这一课题进行了实践与研究，本文即是对此研究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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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徽班进京为标志的京剧诞生四百多年以来，皮黄这种戏曲艺术博采众家之长，不断演变升华，成为一种有着深厚文化

底蕴与独特艺术风格的戏剧表演形式，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代表，“国粹”二字享誉世界。六十年代之后，由于各种原

因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文化现象，一种新的京剧形式——京剧革命样板戏。在此后的多年间，学界对样板戏的研究不断

深入，普遍对样板戏这一形式的艺术高度予以肯定，确立了其在中国戏剧文化发展中里程碑的意义所在。《杜鹃山》作为八部

京剧革命样板戏之一，其文化意义与艺术高度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柯湘唱段《家住安源》作为该剧中最著名的选段之一广为流

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某一特定时代现象的代表，对这一作品的音乐化改编不仅是对京剧进行音乐化改编，而是对京

剧样板戏这种特殊的京剧形式进行音乐化改编的第一次尝试。

一、强化伴奏音乐戏曲化特征的手法

1．复调技法的运用

中国戏剧文化与西方音乐间存在众多的差异，如在对节奏的理解、对音高概念的理解、对音乐审美取向的理解等方面均有

不同，如何将二者进行融合、统一再创造而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且同时具有戏曲与音乐的双重韵味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课题。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作曲家徐占海先生给出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以复调的手法对各声部旋律进行布局，在声部交错中找到

各声部相对独立的存在意义，以这种方式保存了中国戏曲旋律线条型的特点，并以对各声部不同的节奏型处理保存了中国戏

[1】作者简介：庞渤(1979～)，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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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节奏独特的板眼规律，使作品同时具有戏曲和音乐的双重特征。因此，笔者在伴奏编配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到的就是延续

作曲家的思维，以保证伴奏音乐与声乐声部具有相同的戏曲韵味，进一步体现音乐的风格性与整体性。

在伴奏声部中，笔者借鉴原京剧唱腔与合唱音乐的创作特点，采用以对位手法续写声乐部分各声部的方式保持作品的统

一|生，这成了编配这首合唱音乐伴奏所采用的基讽f生的创作手段。采用这种方式编配伴奏不但可以强化复调合唱的声部关系，

而且流动式的多声部、多音色复调伴奏还可以突出多旋律声部的细节，最大程度上保留戏曲的旋律化(或者说非和声性)特点。

2．板眼化的节奏处理

戏曲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特有的节奏规律。京剧的板眼规律与西洋作曲技法中常用的节奏规律有着极大的不同，也正因为

这些不同，才使得戏曲听之即有中国韵味。中国戏曲采用“板眼”来规定强弱，其中“板”为强拍，“眼”为弱拍，不同板眼规律的

组合成就了戏曲独特的节奏特点。笔者认为徐占海先生在编配合唱时之所以大量使用大线条复调技法进行创作，其中原因之

一就是为了避开西洋作曲技法所规定的强弱节奏规律。

为了实现这一想法，笔者参考了京剧《杜鹃山》的板眼处理方式。如在合唱开头时的4／4拍部分，京剧原作对此处以散拍子

处理。笔者理解该处徐占海先生使用4／4拍记谱的原因并非强调4／4拍的强弱规律，而是为了以此手法服务于音乐对位的方

蛰眭。因此，笔者将伴奏声部处理为此处无强音，以全弱节奏(无板皆眼)的方式编配伴奏声部。再如在“秋收暴动风雷骤”唱

词一段，京剧《杜鹃山》中对此段处理为有板无眼的急急风，而合唱乐谱中对此处以2／4拍记谱。笔者在对此处的节奏处理中仿

照京剧的板眼规律，将2／4拍的弱拍也变成强拍处理，也就是将2／4拍变通为1／4拍的强弱规律，突出了矛盾的紧张性，强化了

音乐的戏曲效果。

3．民族化的配器手段

京剧的伴奏乐队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分别是打击乐与京胡，打击乐以板眼规律和特定的乐器表现戏剧性的节奏，京胡以

独特的音色表现戏曲的韵味。因此，笔者在合唱伴奏的编配中使用了板鼓、锣、京胡三种乐器为主来体现伴奏音乐的“京韵”，

辅之以西洋管弦乐器增加伴奏音乐的层次感，使其即可表现出京剧的味道，又可与合唱声乐部分良好的结合。

仅仅使用乐器的音色是远远不够的，在编配中注意使用特定乐器的特定演奏方法才能真正使音色带有艺术性的灵魂。如

对板鼓的使用，板鼓是京剧伴奏乐队中的领导性乐器，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控制戏盐发展的节奏，并且起到烘把隋绪的作用，

久而久之，板鼓成为戏曲音乐中采用的重要特征性乐器之一。笔者在伴奏编配设计过程中考虑到了板鼓对节奏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伴奏中加入板鼓，辅之以小锣，并且参照京剧的板眼规律设计板鼓的节奏型，强化伴奏的戏曲特征。京胡之所以谓之

“京”胡，是因为其是京剧伴奏乐队中特有的伴奏乐器，其演奏特征是特殊的音阶与滑音技法。笔者在伴奏编配中涉及京胡的

部分模拟京胡皮黄的定弦方式产生的特定指法设计旋律与过门辅之以膝控开关模拟京胡演奏中的滑音技法，最大程度上保证

了京胡音色的“京味儿”，为伴奏声部奠定了整体音乐基调。

二、伴奏设计中的美学构想

1．明确伴奏与声乐的关系

在戏曲中，乐队处于与演员对等的地位，在烘托演员唱腔的同时约束着戏曲情节行进的速度，在配合演员表演的同时以灵

活的过门与间奏填补演员演唱过程中缺失的细节。借鉴了京剧中乐队的工作性质，也考虑到复调音乐各声部间平等的地位，

作为声乐复调声部的延续与补充，笔者并未将伴奏声部定位为单一的合唱伴奏辅助地位，而是将伴奏作为与合唱音乐对等的

地位进行处理。

在这一前提下，笔者对于伴奏部分中各声部的旋律进行了大胆的处理，突出各对位声部与声乐声部的延续关系。考虑到

声乐合唱的进行节奏间隙，笔者将对题伴奏处理为严格与非严格两种。在间隙距离允许时尽量使用严格对题，在间隙距离不

允许时对对题进行一定的变化。这样处理的伴奏部分与合唱部分结合紧密，浑然一体。

另外由于京剧伴奏存在大量过门，用于填充唱腔长音的间隙，且此合唱中主题材料均来源于原京剧唱腔旋律，因此笔者注

意在编配中使用了与唱腔特点相应的适量过门，较好的填充了长音延续时产生的空白，在突出伴奏声部重要性的同时又不会

损害音乐的表达，真正实现伴奏与声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戏曲与音乐的对立统一

戏曲这一体裁归属于戏剧领域。严格来讲，戏曲与音乐在审美方面存在着诸多区别，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唱腔、扮装

与动作表演的结合体，而音乐是一门关于时间和声音的艺术，即使单独将戏曲的唱腔与音乐的审美方式相对比，也会发现自文

化内涵的基调就已经决定了二者在音响追求、表情表现方式等多个层面的区别。

合唱作品《家住安源》具有戏曲和音乐的双重审美属性，其曲调来源于京剧，而其创作技法取自于音乐，如何把握音乐元素

与戏曲元素间的审美平衡是伴奏编配初创阶段笔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通俗地讲，若戏曲元素所占的分量偏重，则使最终

的艺术表现偏离了合唱的轨迹；反之单一化的强调音乐元素的比重，则会削弱作品的风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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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笔者采用了配器设计和声部写作均以“民洋结合”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

首先谈一下对声部写作的美学设计原则。合唱作品《家住安源》使用了和声与复调结合并重的手法进行创作，乍一看来将

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手法混合使用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复调手法的部分主要用于表现多层次的戏曲风格化色彩，以

声部间的独立}生调和戏曲旋律表现与音乐表现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声手法的部分主要用于节奏性辅助声部及构建多层次的长

音，主要起到增强节奏声部厚度并丰富缺乏变化的持续f生长音的作用，因此在结果上，复调与和声技法的结合使用并不矛盾。

在伴奏声部安排中，笔者运用民族和声框架搭建的纵向声部配合声乐部分的复调，运用西洋复调技法编写的对位性旋律丰满

声乐的和声性部分。换言之，就是在声乐以流动性发展时使用方整的音型作为铺垫，而在声乐以长音静止时采用具有流动性

的复调手法增强音乐的动力性；在声乐部分使用西洋复调技法时伴奏声部尽量以民族和声性技法编配，而在声乐部分使用民

族和声技法时伴奏声部却反之使用西洋复调技法，在音乐的整体色彩方面做到西洋与民族的统一。

再谈一下对配器的处理。合唱《家住安源》整体的配器方式采用戏曲伴奏乐器与西洋乐器结合的方式，但在具体操作安排

中，为了保证合唱部分民族色彩与西洋技法的统一|生，当合唱部分某一段落以复调技法创作时，为了突出其复调各声部的民族

旋律性特点，配器便会以京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为主奏：当合唱部分使用民族和声技法创作时，配器中将会酌情提升西洋乐器

所占有的比重，以保证整体音乐基调的统一。

三、关于电子管风琴与戏曲的结合

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积累的代表，而电子管风琴则是现代科技与西方音乐元素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

从文化内涵上讲，戏曲代表了东方文明，而电子管风琴则是西方文化智慧的结晶。虽然东西方文化看似一对矛盾，但在时代的

发展中，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趋势使得这对矛盾不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体。

站在戏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接纳电子管风琴这种现代乐器为其所用的意义不仅仅是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力，单一从形式

上对戏曲这门古老的艺术进行创新改革，而更深层次中蕴含的是牵涉出对民族音乐创作技法的开拓。电子管风琴有着自己独

特的乐器法，将其融入戏曲表现中并不仅仅是在乐队中加入了一件新的乐器，而是对整个乐队伴奏创作手法的改革。这种改

革并不局限在音色上，而是可以拓展至和声织体、声部旋律进行、音域、配器原则等多个领域。

站在音乐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将戏曲的调式、唱腔、板眼融入电子管风琴音乐中，不仅可以丰富音乐的创作材料，使音乐更

加具有民族化风格，而更能从其技法中汲取具有代表|生的民族音乐元素，产生带有中国标志的新的民族电子管风琴音乐创作

理论。进而言之，若将二者统一起来，使用戏曲化的创作原则创作电子管风琴音乐作品，并将电子管风琴融入戏曲化的音乐中，

催生出一种新的中国化的以电子管风琴为演奏界面的音乐体裁也是不无可能的。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戏曲文化的再挖掘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而弘扬传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并不仅仅是对其进行

继承，更应以现代的美学观为标准对其注入新的时代元素，不仅仅从形式上，而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合理的、恰到好处的创新，唤

醒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民族文化基因，使我国民族音乐不仅仅停留在“经典”这一层面上，而是走进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才是从根本上做到对民族音乐的传承。而真正实现这个目的则是需要我们为之不断努力研究，

并将彼此研究的结果分享、发展并运用至实践中进行检验，使之广泛传播，才能真正意义上对中国民族音乐产生积极有效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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