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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祥板戏’’《龙江颂》腔式改革初探(上)

京剧《龙江颂》是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

袭白虎团》《海港》之后的“后期‘样板戏”’中的第一个剧目

(1971年定稿)。其唱腔音乐的改革力度和创新幅度皆超越前

期“样板”，且又为其后之《杜鹃山》《磐石湾》等剧目的唱腔创

作提供了经验。1972年被拍成电影公映后，风靡全国，红极一

时。

众所周知，“样板戏”是京剧和京剧音乐史上之前所未有

的“革命”。其唱腔层面的改革可谓“大刀阔斧”、“大破大立”

——时称对“旧京剧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然而，我们对

于“样板戏”唱腔改革创新之微观层面的认识，时至今日仍存

在着诸多未解之谜。譬如其遵循了什么原则，使用了哪些技

法?改了哪些东西?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好不好⋯⋯多难

道其详。几十年来，同行们但凡论及此题，往往或凭主观感受

模糊评价、泛泛而谈；或凭个人好恶说长道短、数黑论黄，甚至

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鲜有理性层面的细节分析及论证。对

这些问题，笔者亦曾困惑多年。一直想弄清楚，但又一直没有

机会和能力来论证清楚。

问题的难点是：缺乏鉴别“标准”——主要在“腔式”上。

戏曲唱腔由“板式”和“腔式”两因素构成。“样板戏”唱腔

在“板式”方面的改革，曲谱上皆有标注。而其“腔式”上的创

新，却没有“说明”。原因是：“腔式”问题尚属京剧音乐研究中

的一个未知的领域。查阅文献，几乎所有《京剧音乐概论》之

类的著述，论及腔调则往往只介绍一些“落音”，却不能指出其

“音调模式”。只能言其“调”(调式)，而不能道其“腔”(腔式)；

王学仲n1

只知有其“腔”，却未能述其“式”。

然而，没有“传统唱腔”的腔调“模式”为参照，则难以比

对、鉴别“现代唱腔”改革创新之所在。进而也难以判定其“改

革”、其“创新”是否合乎规律、合乎情理。

直到几年前，笔者在研究“评剧音乐DNA”的过程中发现

了一种界定戏曲腔式的方法，当用来探寻京剧音乐腔式并比

照了“样板戏”唱腔之后，才恍然大悟。多年之困惑，终有所解

脱。在此，将比照《龙江颂》唱腔之结果，梳理成文，抛砖引玉，

求教于同仁、师长、大方之家。

《龙江颂》的腔式改革及创新方法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六个

方面：

一、旦用生腔

京剧传统唱腔，在腔式上可分为两大类：生腔和旦腔。生

腔指“大嗓儿”(真声)类唱腔，主要由男性角色演唱—-f旦不
包括小生，而包括老旦。旦腔即“小嗓儿”(假声)类唱腔，主要

由女性角色演唱——但不包括老旦而包括小生。生腔与旦腔，

基因腔所处音区位置不同、调属不同，其风格色彩亦有所不

同。这是依生旦之不同的用嗓方法及所表现的人物形象之需

要而形成的。

旦用生腔，就是在旦角唱腔中?昆入生腔腔素。这是《龙江

颂》旦腔改革创新的主要方法之一(其他“样板戏”也有所用)。

《龙江颂》剧中演唱旦腔的主要角色有两个人物：江水英

[1】作者简介：王学仲(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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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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莲。二人共14个唱段，121个乐句：涉及生旦关系的唱腔

有12个唱段(不包括反二黄)，89个乐句。其中含生腔腔素的

乐句，有26个，占29％。

1．西皮唱腔

例1

传统生腔西皮唱腔的乐段腔式特征为：上句腔尾用商调

腔，落音为re；下句腔尾用宫调腔，落音为do。旋律运动以胡

琴的“里弦音”(弦法为：la~mi)为中心，可称之为“里弦腔”。如：

生腔西皮原扳

商诮戕’

两国 交(哇)锋 龙虎斗，

旦腔由生腔移位演变而来，其乐段腔式为：上句腔尾用羽

声商调腔或羽调腔，落音为la；下旬腔尾用徵声宫调腔或徵声

例2．

腔，落音为sol，比生腔高五度。旋律运动以胡琴的“外弦音”

为中心，可称之为“外弦腔”。如：

旦腔西皮原扳

因而，如果将旦腔之“外弦腔”易为“里弦腔”，将上句腔尾

换成商调腔或将下句腔尾换成宫调腔，则可视为“旦用生腔”。

《龙江颂》旦腔西皮涉及7个唱段，49句，其中含生腔腔

素的，有13个腔句，约占27％。例如江水英唱段《端起龙江化

春雨》第4句：

侈0 3． 端起龙江化春雨

【西皮性．六】 二一、莓嚯

这个旦角下句腔，前分句为旦腔腔式，后分句则通过移位 做一比较，则不难识别。

变成了生腔腔式。这种变异关系若与例2(传统腔)之下旬腔

例4

睦案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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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将例3之变异分句还原为传统腔式，则应为：

例5．

霉錾零霪莲至三囊蕾蠢篁
再如，江水英唱段《一轮红日照胸间》第2句(下旬)。其 只在“腔腰”部分保留了旦腔因素。

变异因素(移位腔)不仅用于腔尾，而且用于腔头。这个乐句

例6
轮红日照脾阐

【四J芷蟓板】 江水蕞唱

腔义移似
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将其还原为传统腔式，则为：

例7．

：：<—■——≥≥l呈皇堑塞匡垂塞
q

还原 土￡原

厂———————]r—————————————]

又如，阿莲与阿更、黄国忠对唱一段中阿莲所唱最后两句，上下句皆含生腔腔素：

例8．

鑫塑
为

抢险不能再拖延

【凸皮流水】

一—’‘：===7————‘—————一救 旱 就 谊 挺 身

商调腔

阿莲唱

圭至
挑 重

其他例句大同小异，在此不一一列举。

应予说明的是：这种唱法在传统旦腔西皮中有先例。但

属于变体腔，不常用。此外，其移腔位置及旋律走向亦与《龙

江颂》及“样板戏”有别，通常是：向下方音区移腔。如《玉堂春》

中苏三所唱之西皮原板上句，尾腔下移变为商调腔，落音为re：

侈4 9． 西皮原扳
三堂春 茸三：E

番缝耋垂蠢亳蓍彝枣摹嚣枣
公子 一 怒 出

生腔(商调腔)

再如，《大登殿》中王宝钏所唱之西皮二六下旬，尾腔下移变为宫调腔，落音为do：

例10．

西皮二六
“大登殿一王宝制唱

宫调腔
广—————————————————]

萋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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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黄唱腔

传统生腔二黄的乐段腔式特征为：上句落腔尾用宫调腔，

落音为do；下句腔尾用商调腔，落音为re。旋律运动以胡琴的

例1l

“外弦音”(弦法为：sol～re)为中心，可称之为“外弦腔”——腔

式及乐句落音与西皮相反。如：

二黄原扳
五鼋专 ‘五i1；

旦腔由生腔移位演变而来，其乐段腔式为：上句腔尾用宫

调腔，落音为do(与生腔相同)；下旬腔尾用徵调腔或徵声宫调

例12

腔，落音为sol，腔位生腔高四度。旋律运动以胡琴的“里弦音”

为中心，可称之为“里弦腔”。如：

二娘教子n王春峨唱

E三蚕西正

问 住 我． 闭口 无言

羔兰兰三g二，三‘：≥乒；三
； 拳_娥

生旦腔之差别主要在上句腔头与下句腔尾，如以例1l(生腔)同例12(旦腔)相比较，其腔调关系为：

例13． ’=嘶1=—竺∑竺；厂—三翌生竺二—]

霉妻萋眵主}j三莘。⋯基；三零星享
u雕 jl qt ! ；叫，。咎喜善于{产———；—广；；j●‘1———

1．．．．．．．．．．．．．．．．．．．．．．．．．_J
J：句腔虫(锺调腔)

罢蓦了；j鋈孽二；三兰=；三i!；了j1≯r：二三!!三：!兰’i=====—一===r广
L—i忑ii丽丽一

因而，如果将旦腔上句腔头或下旬腔尾易为商调腔，则可 的腔句，有12个，占38％。如江水英唱二黄原板《百花盛开春

视为“旦用生腔”。 满园》第ll句(上句)腔头：

《龙江颂》中的旦腔二黄共2段，32句。其中含生腔因素

例14． 百化盛丌春满嗣

一--pt】 ．'=；

}_j}

二二==]

?—二蜒三等再§!。!兰三釜釜蓄宇三}；÷
；少人

再如，同段唱腔之第2句(下旬)腔尾：

例15．

§主弓兽垂：：’￡；手2；；F5—o
流 过 多少血和汗

百花盛开春满同

【一茁原扳】 二^莓唱

商调暇，

是咱 们 用 双手 开 成 艮 田．

兰

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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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江水英唱段《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之第2句(回龙)：

例16 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

【，故1川尼】 i：二木薹唱

夜巡 堤． 披星光，但只见工地 上 人来 车往 灯火

挚鼍鼋季莲芦垂莩蔼器垂堂逢
辉煌． 同 志们 斗志昂扬 准备着奋 战

商调腔

场．

这个乐句从板式到腔式皆属生腔程式。传统旦腔二黄回龙为三眼板，落音为sol，徵调腔或徵声宫调腔。如：
例17．

传统旦腔=黄回龙

q贺后骂臌p贺后唱

挚二孕萼差量露≈希垂
旦唱生腔，在传统旦二黄中也有先例，但其移腔方法亦 柴郡主所唱上句腔头：

与《龙江颂》不同，多为向下方音区移位变腔。例如《状元媒》

例18 二黄赢扳

4状元蝉^柴郡王唱

腔(向调腑)_靼辜；三；童萼写霪
闷 得我

挚垂两盍霉勇萝亏亨习嘉孽乒雷§

鞋鼋萝羹
百 转．

综上可见，《龙江颂》之“旦用生腔”与传统唱腔比有两个

特点：一是向上方音区移位(西皮上移四度、二黄上移五度)；

二是比率较大，占29％(传统唱腔多作为变体腔点缀性使用)。

因而使该剧旦腔之整体风格显得挺拔、高昂、明亮、洒脱，富有

阳刚之气。其改革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使唱腔格调与所塑造

的“英雄形象”相吻合。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朱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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