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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京剧《沙家浜》到交响音乐

《沙家浜》的音乐转化(上)
——兼谈现代京剧音乐的交响化

郝宏歌范哲明n1

【内容提要】出自现代京剧《沙家浜》音乐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是研究与总结京剧音乐现代
化和交响化进程的重要文献，而京剧音乐的现代化与交响化，则有助于京剧这一
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种类的改革与发展。京剧《沙家浜》的成功经验为后来的交响
音乐((沙家浜》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两部作品在音乐结构的设计、乐队和唱
腔设计等方面，都显示出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本文对现代京剧((沙家浜》和交响
音乐((沙家浜》作出全面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以两部作品的形成以及创作手法等
方面为切入点，以求探寻京剧音乐现代化与交响化的轨迹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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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京剧音乐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族

音乐的改革与发展需要京剧音乐在整体化、立体化上进行改

革。传统京剧音乐基于板腔体形式，除唱腔音乐外，其它音乐

并不是很丰富，特别是乐队伴奏方面，主要体现为单线条的齐

奏形式，效果单薄，表现力有限。现代京剧音乐在文革前已有

了一些变化，但主要体现在唱腔方面。而乐队伴奏的改革只

体现为伴奏乐器的适量扩充。文革期间，现代京剧音乐有了

根本性的改变，集中体现在音乐设计与创作以及西式管弦乐

伴奏等方面。在这一点上，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音乐到交响

音乐《沙家浜》的音乐之转化轨迹最具典型性与代表性，对于

这两部同一题材不同体裁的京剧音乐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应

对京剧的现代化及其改革与发展有着理论上的及应用上的广

泛意义。

目前对于京剧音乐的研究较多，但大多是从社会文学的

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傅瑾《‘‘样板戏”评议》、惠雁冰著《“样板

戏”研究》、乐美琴《告别革命样板戏》等。这些著作都是从文

学的角度深刻的论述了“样板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样

板戏”在艺术上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还有一部分论著是从

音乐技术的角度看文化现象的研究，包括郭新《从混编乐队到

室内乐——现代京剧唱段<忠于人民忠于党>两个伴唱版本编

配理念的手法探微》、王进《好一曲“夜深沉”——京剧<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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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主要音乐主题因子之源考》和戴嘉枋《论“交响音乐”<沙家

浜>的音乐创作》等。这些论著都是针对具体的音乐作品进行

分析，通过音乐技术的方法看“样板戏”这一文化现象。这些

论著对分析从现代京剧《沙家浜》到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

转化轨迹中有着重要的启发。

文章选取了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改编的现代京剧《沙

家浜》的总谱和1965年由中央乐团接受改编的交响音乐《沙

家浜》的总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研究其创作的背景、现

代京剧音乐如何在交响音乐中的发展以及在作曲技术理论

(包括音乐结构布局、管弦乐队写作等)的各个技术层面，梳理

和发掘这两部作品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对作品中体裁的比

较、合唱的运用、音乐主题贯穿发展的比较、乐队编制的比较、

“过场”音乐的比较和管弦乐队中“四大件”的比较都做了全面

的分析。同时通过现代京剧《沙家浜》到交响音乐《沙家浜》的

音乐技术分析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

解，以求能够通过本研究中学到的技法和理念对今后的创作

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现代京剧《沙家浜》

与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创作背景

(一)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创作背景

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创意应是出自一首创作于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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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曲《你是游击兵团》(过鉴清作词，黄苇作曲)。这首歌曲

中“讲述的是1939年叶飞率领的以新四军第六团为主的江南

抗日义勇军离开苏常地区后，留下了的36名伤病员，他们在

中共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不畏艰苦，重建武装，

坚持抗日的斗争事迹。”⋯《你是游击兵团》一经问世，36名伤

病员的故事并随之流传，其情节也多现于日后的文艺作品中。

“1957年6月，新华社记者崔左夫专程到苏州等地采访两个

多月的时间，写出了纪实文学(恤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
斗争纪实》。同年7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

《红旗飘飘》杂志社向全军高级干部征集革命回忆录。36个伤

病员原型人物之一，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刘飞想起了抗敌斗争

的一幕幕往事，强烈的写作欲望油然而生。于是，他抱病口述，

由夫人和秘书记录整理，写成了长篇回忆录《(火种》。这篇回忆

录以深情的文字再现了当年在敌后坚持斗争的36位新四军伤

病员的英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与子弟兵的鱼水深情。后来，

刘飞将((火种》中的有关章节加以修订，改名为((阳澄湖畔》，相

继发表在上海的《萌芽》和南京的((雨花》杂志上。”蜊

两年后，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准备创作一台反映江南新四

军艰苦奋斗的现代沪剧。当他们看到《血染着的姓名——36

个伤病员斗争纪实》和《火种》时，认为这个纪实故事是一个抗

日传奇剧的好素材。不久，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文

牧执笔的革命现代戏《碧水红旗》的举办便成型了。革命现代

戏《碧水红旗》由当时沪剧团的编剧文牧和团长陈荣兰着手组

成创作班子，这部戏的导演由杨文龙担任，而作曲的重任交由

何树柏。这部戏的剧名也从原来的《碧水红旗》改为《芦荡火

种》。在创作班子与演员体验生活过程中，文牧听取了大家的

建议，对剧中的一些细节做了修改和调整。为了使戏更加紧

凑，将剧中的指战员由36人改为18人；为了体现英雄人物的

乐观精神，将剧中的“东来茶馆”改为“春来茶馆”：为了使发音

更为顺畅，把“阿兴嫂”改为“阿庆嫂”等等。1964年1月22

日，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这部现代沪剧《芦荡火种》晋京演出获

得了很高的评价；同年3月5日，该剧再次在上海上演，并创

下了连续7个月演出370场的票房奇迹。

“当时正在上海疗养的江青看了沪剧((芦荡火种》后，觉得

这部戏很不错，便通过文化部推荐给了北京京剧团，建议将其

改编成京剧。此时(1964年)，正值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提出了

京剧应搞现代戏的主张。北京京剧团很快成立了改编创作

组，由汪曾棋、杨毓氓、肖甲、薛恩厚四人担任编剧，迟金声担

任导演，李慕良、陆松龄负责音乐设计，川”剧名从《芦荡火种》

改为《地下联络员》。这部戏的首演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首演过后，经过创作班子的重新修改，以及演员的调换，使得

这部戏再次和观众见面时获得了如潮好评。1964年7月，毛

泽东在观看完《地下联络员》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建

议将剧名改为《沙家浜》。

应该说，现代沪剧《芦荡火种》创演的成功为现代京剧《沙

家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沪剧《芦荡火

种》的创演成功就没有后来“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及其衍生

作品交响音乐《沙家浜》的辉煌。

(二)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创作背景

在现代京剧《沙家浜》一炮打红之后，江青便安排中央乐

团部分领导和音乐专家去北京京剧团观看《沙家浜》的彩排。

当时的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在观看彩排时“联想到中央

乐团在1958年曾创作演出过以京剧音调为素材的交响诗《穆

桂英挂帅》，由此提议尝试创作由交响乐队伴奏的声乐套曲

((沙家浜》”。Ⅲ李德伦的提议得到了当时在场的许多专业人士

的肯定。回到团里后，李德伦马上组建了创作组，并邀请罗忠

铭、杨牧云、邓宗安、谈炯明等担任编创，他们针对这一剧本开

始进行音乐创作和排练。首演前，李德伦将之拟名为《清唱剧

沙家浜》，但未得到江青的认可，只好将这部作品名称依照江

青的旨意暂定为《京戏<沙家浜>清唱一交响乐伴奏》。

李德伦在之后与领导谈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时，不失时

机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意见。如，让穿着新四军服装的乐队

演奏员为胡传魁伴奏很不恰当，乐队演奏员不应该变成戏中

人物等等。这些意见得到了重视，在之后的广州演出时，乐队

演奏员便改穿银灰色的中山装了。这部作品在1965年10月

以“交响合唱《沙家浜》”为名正式公演时，引起了轰动的反响。

1970年，交响音乐伴奏的《沙家浜》被拍摄成电影。在拍

摄电影前，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对这部作

品的演出是非常满意的。但对于这次电影拍摄，江青却很不

满意。在“审查”电影后，江青指示删去序曲中的《新四军军

歌》，主要原因是词作者陈毅元帅已经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人物，而曲作者何士德也被开除了党籍。序曲

中的“三九年⋯．”一段词也被删除，是因为那时在阳澄湖地区

领导抗日活动的是已经被打倒的谭震林，并由于会泳重新填

写了这段歌词。江青下令删除《智斗》一段，依据她制定的“革

命样板戏”“三突出”创作原则，原同名京剧中的反面人物不再

登场。重新改动后的电影版“交响音乐《沙家浜》”成为最终的

“样板”。

“1970年10月，在欢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文

艺晚会上，演出了交响音乐伴奏《沙家浜》。陪同观看的周恩

来在看完戏后问李德伦：“怎么((智斗》没有了呢?’李答：“江青

同志让取消了。”周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戏里没有反面人物怎

么还成戏呢?不能没有反面嘛，正面人物也要有反面人物来陪

衬，红花还要绿叶来扶嘛f”过后，李德伦虽觉得总理的指示很

重要，但又不敢对江青讲。过了很长时间，李德伦找时任国务

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商量怎么办。吴德答应：‘城去说，你不用

[1]袁成亮((现代京剧<沙家浜>诞生记》，《党史纵览》2005年2月28日，第29页。

[2]袁成亮《现代京剧<沙家浜>诞生记》，《党史纵览》2005年2月28日，第29页。

[3]袁成亮《现代京剧<沙家浜>诞生记》，《党史纵览》2005年2月28日，第30页。

[4]戴嘉枋((论“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创作》，选自《乐海撷英》，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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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了。”但实际上吴德也管不了，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对这部仓促创作出来的作品，李德伦一直觉得不甚满意。

他认为这部作品有许多地方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修改，并一

直寻找机会再次修订。最终在“交响音乐《沙家浜》”总谱付梓

之前，李德伦才利用这个机会，汇报说原来总谱太乱，出版会

有影响，需要重新抄一遍。得到同意后，李德伦找到了罗忠镕，

请他借誊写总谱的机会，暗地里对一些不理想的地方进行调

整和修改，使这部作品的最终文本相对的完满。

(三)交响音乐《沙家浜》与现代京剧《沙家浜》的衍生关系

“京剧”样板戏‘‘在“文革”前被称为京剧现代戏。其“现代’’

涵义：一是从表现的内容上，反映的都是中国现代革命题材和

人物。二是为适应现代题材和人物表现的需要，在固有的传

统京剧艺术表现形式，特别是程序化的音乐形式上，有了相应

的拓展，使之赋予了不同于传统京剧的“现代”色彩。”01

通过分析现代京剧《沙家浜》发现，京剧在其发展的过程

中对人物的造型、舞台的布霞和乐队伴奏编制早有了一套固

定的表演体制。现代京剧的发展除题材的变化外，最重要的

是演员不在穿着复杂的戏服，画着繁琐的妆饰。在现代京剧

中演员的表演更加生活化，服装和化妆也更贴近生活。如沙

奶奶的浅灰色上衣配深灰色马甲、阿庆嫂粗布衣服配上蓝色

围裙都体现了她们普通乡民的装扮。现代京剧中的舞台布置

中也同传统京剧不同，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就出现了浩荡

无际的湖水和芦苇荡。这些变化都是推动传统京剧到现代京

剧改革中的重要转变。

作品中的乐队配置也从传统京剧的“三大件”加简单的民

乐队有意扩充为中西的混编乐队，使京剧唱腔、幕间曲和过场

音乐的戏剧性表现更加丰富。因此现代京剧《沙家浜》继承了

传统京剧的发展原则，又为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形成开辟了

新的道路。

“交响音乐《沙家浜》在京剧《沙家浜》的基础上，增加了交

响乐的特色。在它所增加的序曲和终曲的合唱中，军民高唱

“挥战刀举长枪全民武装”，‘瞰斗争敢胜利紧握枪”鲜明的揭
示了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州”

在与这两部作品相比较分析时发现，交响音乐《沙家浜》

在保留了现代京剧《沙家浜》中优秀的角色唱段的同时又将现

代京剧中的每一场戏变为每一乐章。交响音乐《沙家浜》中创

作者们很重视合唱的音乐设计，同时把合唱的音乐设计与独

唱的音乐设计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音乐设计既保留了

京剧原有的板式连缀体的结构原则，又借鉴了话剧、戏剧和歌

剧等技术手段，从而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同时又使中西混编

乐队表现传统民乐队所表现不了的戏剧性音乐背景。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交响音乐《沙家浜》借鉴了西方清

唱剧的模式，舞台上包括混声合唱队、中西混编乐队和独唱演

员。所有的表演者都身穿银灰色的中山装，妆饰简单、朴实。

在这一点上这部作品在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服装与化妆上又

有了一定的突破。

交响音乐《沙家浜》“在传统戏曲现代化与西方艺术中国

化的总体变革思路下，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全力构设和精心

策划，圳41对京剧艺术和西方音乐艺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特

别是作品中多声音乐写作的混声合唱以及对唱和同声合唱的

设计，都充分的借鉴了西方歌剧的创作经验以及西方的作曲

技术手段。“尽管如此，它依然不失为中国第一部比较成功地

以戏曲音乐为基础的大型声乐作品。川51

二、现代京剧《沙家浜》

与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结构设计比较

“对于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唱腔

即已基本定型，之后除了配以中西混合乐队和器乐部分略作

相应改动之外，于70年代初定稿时唱腔基本未作太大更动的

京剧“样板戏”可列入前期京剧“样板戏”音乐的范畴。其中突

出的代表是在1964年即享誉全国的《红灯记》《沙家浜》。””1

现代京剧音乐《沙家浜》的音乐结构是按照唱腔音乐的发

展构成的。唱腔音乐的结构是按照板式连缀的结构原则进行

音乐结构设计的。而现代京剧音乐《沙家浜》唱腔的板式连缀

的结构原则被交响音乐《沙家浜》成功的渗透在作品中。同时

这两部作品在音乐的设计、乐队和唱腔设计等方面，都显示了

“融合性””1的置换。因此，比较分析两部作品在音乐结构上

处理手法的异同要从唱腔的板式连缀的结构原则进行分析。

(一)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音乐结构

现代京剧音乐《沙家浜》全剧共有十场戏。本文只针对第

二场《转移》中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郭建

光和沙奶奶的对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第四场《智斗》中阿

庆嫂的唱段《引诱敌人来打枪》；第五场《坚持》中郭建光的唱

段《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第六

场《授计》中阿庆嫂的唱段《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第七场《斥

敌》中沙奶奶的唱段《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意fc》和第八场《奔袭》

中郭建光的唱段《飞兵奇袭沙家浜》的音乐结构设计作简要的

分析。

1．第二场《转移》中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

让》

[1】罗筠筠((交响音乐“沙家浜”出台的前前后后》，《文学报))2002年5月17日，第1版。

[2】戴嘉枋((论京剧“样板戏”音乐的历时演进》，《音乐探索》2013年3月。

[3】高长音((洋为中用的光辉样板——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人民日报))1968年8月14日，第5版。
[4]惠雁冰《“样板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l版，第125页。

[5】戴嘉枋《论“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创作》，《乐海撷英》，第16页。

[6]戴嘉枋((论京剧“样板戏”音乐的历时演进》，((音乐探索》2013年3月，第20页。

[7】惠雁冰《‘祥板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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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引子 A B c D

[西皮原板][二六】[流水】 [快板】

1．23 24．110 111．113 114．120 121．16l

这一唱段是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在整部戏中的第—个唱

段。这一唱段中包括引子，引子后的唱段选用了“西皮原板”、

“二六”、“流水”和“陕板”的成套板式。唱腔从舒展明快到激

昂有力，生动的表现了郭建光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迫切的希

望早日能和战士们重回战场杀敌的心情。

2．郭建光和沙奶奶的对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表2．

引子 A B

[西皮摇板][流水]

2 3．63 64．281

这一唱段是郭建光和沙奶奶亲切、真挚的一段对唱，音

乐中用四大件为郭建光和沙奶奶伴腔，使这一对唱具有幽默

诙谐的效果，通过两个人的对唱也体现出人民军队和人民群

众雨水相依、骨肉相连的关系。

3．第四场《智斗》中阿庆嫂的唱段《引诱敌人来打枪》

表3．

引子 A B

【西皮散板][流水】

1 2—27 28．111

唱腔之前只有I小节引子，引子由打击乐、四大件、琵琶

和中阮奏出，铺垫了当时阿庆嫂焦急的情绪。乐队保留了四

大件、琵琶和中阮的伴腔模式，并且烘托了人物的情感抒发。

这一唱段由阿庆嫂演唱，速度自由。唱段中加入了对白，此后

在速度上由慢渐快，然后再渐慢，表达了阿庆嫂机智勇敢的引

诱敌人来打枪。

4．第五场《坚持》中郭建光的唱段《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

向》

表4．

引子 A B c D E

【二黄导板】【回龙】【慢三眼】【快三眼】【摇板】【垛板】

1．8 9．43 44—94 95．148 149．218 219．267

从图表中看出，这一唱段的结构是带有引子的并列曲式，

单从板式与速度等因素看整首唱段是由慢一快．慢的形式构成，

明显的把唱段分为三个大部分，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并列

的三部曲式：

表5．

囡
f—7

旧
I．．．．．．_J可]

从图式和唱腔发展的布局中，以“二黄导板”较为自由的

音乐为基础表达含蓄、深沉的情绪。以“陕三眼”为中心，使唱

腔音乐发展到高潮后回到自由的音乐唱腔。表面上看是建立

在简单的并列曲式上。“从速度与板式布局来看，除了上述的

曲式规律外，还同时具有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常用的散、慢、中、

快的结构模式。”⋯

5．第五场《坚持》中郭建光的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

松》

表6．

引子 A B C B D

[唢呐西皮导板】[打击乐] [齐唱】[打击乐】[齐唱】

1-3 4-8 9—15 16．34 35．53 54．88

这首唱段是由郭建光领唱和众战士齐唱构成。这一唱段

选用了“唢呐西皮导板”，唱腔用以英雄豪迈地、慷慨激昂地旋

律展示了郭建光和众战士们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思潮汹涌

起伏：他们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经历烈日和严寒挺然屹立

傲苍穹。

唱腔之前有3小节的引子，引出了一段念白，铺垫了当时

的一种气氛。然后引入混编乐队的过门后开始演唱，这种形

式打破了原有“三大件”和“锣鼓”开唱的模式，并且为人物情

感的抒发做了铺述。唱腔开始的第一句由郭建光演唱，速度

自由。此后加入了7小节的打击乐，在速度上由慢渐快，然后

到突快，引出众战士们的齐唱。这一乐段的节奏规整，属于有

板有眼的节奏。战士们在演唱时也展现出慷慨激昂的情绪。

这一乐段共包括四句。然后加入19小节的打击乐器(这里的

19小节不包括反复记号)。进入最后一个段落，这一段落有力

地表达了郭建光和战士们崇高的品德。

6．第六场《授计》中阿庆嫂的唱段《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

表7．

引子 A B

[二黄慢三眼】 [快三眼]

l 2．25 26．140

这一场中包括13小节的幕间曲，这13小节运用了中西

混合乐队编制，速度较为自由，这一段落为F角调式。然后是

阿庆嫂的念白音乐。这段音乐速度自由，表现了阿庆嫂对老

赵和四龙以及躲在芦荡中同志们的安全问题有些担心，想办

法怎么能让他们脱离危险。因此也表现了阿庆嫂非常沉重的

心情。

《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是阿庆嫂在他的念自音乐之后出

现的唱段。这一唱段包括一小节的引子，然后选用了“二黄慢

三眼”和“快三眼”表现阿庆嫂深沉的思考。“二黄慢三眼”的

唱段表现了阿庆嫂对亲人们粮缺药尽的担心。转而到“快三

眼”表现阿庆嫂对不知道怎么救出联络员们而十分担心与焦

急。在十分焦急与担心的时候耳边想起了《东方红》乐曲，使

阿庆嫂相信有毛主席的教导和群众的智慧，最终一定能够度

过难关的。这一唱段的乐队伴奏是由四大件、民乐的弹拨乐

器和打击乐器构成，这样的乐器配置简单明快，正好符合阿庆

嫂的唱腔伴奏。

[1】曹家韵《继承与创新的典范——从音乐角度分析现代京剧<杜鹃山>中“家住安源”唱段》，《戏曲艺术))2002年2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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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场《斥敌》中沙奶奶的唱段《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 形象。

放》

表8．

引子 A

[二黄原板】

1．5 6．143

这首唱段主要是由沙奶奶演唱的。这段唱选用了“二黄

原板”，唱腔旋律展示了沙奶奶为了掩护和支援“忠义救国军”，

她不畏强暴、视死如归，满腔怒火痛斥汉奸卖国贼的高大英雄

表9．

唱腔之前有5小节的引子，引出了沙奶奶的念白，铺垫了

她当时那种痛斥敌人的怒火。然后混编乐队和“四大件”引出

了沙奶奶的唱段。唱腔开始的第一个段落唱出了在集镇和村

庄受到迫害时是新四军共产党把敌抗。第二个段落唱出了汉

奸走狗最终不会有好下场。整首唱段的节拍都是由四二拍和

四一拍构成的，这种节拍加强了场面的气氛，表现了沙奶奶激

愤的情绪。

8．第八场《奔袭》中郭建光的唱段《飞兵奇袭沙家浜》

引子 A B c D E F

[西皮导板】[原板][快板】【自由速度】[快板】[自由速度]

1．9 10—32 33—87 88一132 133一186 187—213 214．233

这一唱段是按照京剧板式连缀的结构原则进行音乐组织

的，前9小节为引子，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编制，速度较为自

由，这一段落为E宫调式开始。然后引出郭建光在幕内的唱

段，选用的是高亢激越的“西皮导板”表现了郭建光充满斗志

的演唱。然后在快板与自由速度中徘徊了两次，大大加强了

消灭日寇的决心。这首唱段除了唱腔以外，还加入了大量的

打击乐器并由弱到强地表现了战斗越来越激烈，为郭建光充

满斗志的演唱作了烘托，同时为下一段落做了铺垫。

(二)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结构

交响音乐《沙家浜》整体看共分九个乐章。第一乐章《序

曲》是由管弦乐队和混声合唱构成；第二乐章《军民鱼水情》是

由男高音独唱、男高音和女中音对唱构成；第三乐章《敌寇入

侵》是由管弦乐队演奏，突出音乐的戏剧性；第四乐章《报警》

是由女高音和混声合唱构成，第五乐章《坚持》是由男高音独

唱和男声合唱构成；第六乐章《授计》是由女高音独唱构成：第

七乐章《斥敌》是由女中音独唱构成；第八乐章《奔袭》是由男

高音、男声合唱和管弦乐队构成；第九乐章《胜利》是由混声合

唱构成；本文将针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现代京剧《沙家浜》

中相同的唱段作简要的分析。

‘‘这部作品根据清唱剧的体裁特点和主题思想的表现要求，

对原作素材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剪辑和统筹安排及综合化处理。

它在对原京剧材料的剪裁中，分别截取了”正面人物‘嘶四军指

导员郭建光、地下工作者阿庆嫂和革命群众沙奶奶的代表性唱

段作为若干乐章的基本材料。川“如郭建光在第五乐章中演唱的

《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郭建光领唱与众战士们的合唱《要

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和第八场《奔袭》中郭建光的唱段《飞兵

奇袭沙家浜》：阿庆嫂在第六乐章《授计》中演唱的《定能战胜顽

敌度难关》；沙奶奶在第七乐章《斥敌》中演唱的《沙家浜总有一

天会解悫鼢。‘‘应该说，清唱剧所选的唱段，本身都具有很强的

戏剧性。川21每一个人物所表现的音乐特点都非常鲜明，如表现

了郭建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革命、忠于党、英勇坚定地

品质；表现了阿庆嫂爽朗、机智勇敢；表现了沙奶奶爱恨分明。

交响音乐《沙家浜》的乐队在保持了现代京剧风格的同时

采用了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加入了京剧音乐中运用

的“三大件”和民族乐器唢呐以及京剧的打击乐器。作品中除

了唱腔外还加入了合唱。如第五乐章中郭建光与众战士们的

领唱与混声合唱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和第八场《奔袭》

中郭建光与众战士们的领唱与混声合唱的唱段《飞兵奇袭沙

家浜》。‘位该说，这些合唱都写得有声有色，并与京剧音乐的

总体风格结合得比较好。在由合唱构成的独立乐章中，创编

者明显地不是按照西方曲式规范进行音乐构架，而是根据京

剧板式连缀的结构原则进行音乐的组织，并因没有了京剧[二

黄】、[西皮】两个腔系在一个唱段中不能混用的限制，在合唱的

旋法创作中根据内容需要，始终综合突出了京剧唱控中[二

黄】、【西皮】两个基本腔系中生角、旦角不同板式里的主要音型、

润腔的特点，以及速度灵活多变等总体特征。”【31

“清唱剧((沙家浜》作为一部大型声乐套曲，对各种声乐演

唱形式(独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混声合唱)从总体到每个乐

章的安排，都是在对比和变化原则下精心而镇密的。特别在

合唱上，由于从音乐结构、旋法到润腔等各方面的艺术处理均

遵循了京剧唱控的风格原则，为此它不仅同独唱的原风格保

持了一致，而且合理审慎地运用声乐的多声手段、给予了同名

京剧音乐较好的增色。”【41

交响音乐《沙家浜》的第二乐章《军民鱼水情》中选取了

现代京剧《沙家浜》第二场《转移》中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

山河寸土不让》和郭建光同沙奶奶的对唱《你待同志亲如一

家》。这两首唱段根据清Ⅱ昌剧的体裁特点，对原作唱段做了合

理化的处理，如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保留

了原作中的“西皮原板”、“二六”、“流水”和“快板”的成套板

式。在唱腔开始前的引子段落管弦乐器的配器色彩把如诗如

画的景色描写的淋漓尽致。在唱腔中伴随唱腔的乐器由原作

的四大件变成了琵琶和小提琴，使整首唱腔具有交响化的音

[1】戴嘉枋((论“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创作》，《乐海撷英》，第17页。

[2]戴嘉枋((论“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创作》，《乐海撷英》，第16页。

[3]戴嘉枋((论“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创作》，《乐海撷英》，第16页。

[4]戴嘉枋《论“交响音乐”<沙家浜>的音乐创作》，((乐海撷荚》，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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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发展趋势。 力的配器方法，在音乐上为《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做了铺

对唱是合唱中的一种表演形式，对唱的两个人如同对话 垫。《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这一唱段随腔伴奏的乐器是唢

一样，一问一答，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演唱。如现代京剧《沙家 呐。唢呐和唱腔的结合突出了郭建光高亢挺拔的形象，同时

浜》中郭建光同沙奶奶的对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中就运用 加入了京剧的锣鼓乐队用豪迈的气势引出战士们的混声合唱，

了这种演唱形式，在交响音乐中的这一唱段保留了这种对唱 这段混声合唱在快速中表现战士们崇高的品格。

形式，除此以外在交响音乐中加进了对白和混声合唱，混声合 交响音乐《沙家浜》第六乐章《授计》选用了现代京剧《沙

唱的运用是为了烘托气氛，整首唱段赞扬了沙奶奶和蔼可亲， 家浜》第六场《授计》中阿庆嫂的唱段《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

对战士们如同一家人，因此在唱腔设计上除了要有郭建光对 这一乐章的引子共17个小节，音乐开始由单簧管独奏，大管、

沙奶奶的感谢外，还加上了战士们的合唱表达了对沙奶奶的 竖琴演奏和声，弦乐队弱奏出震音表现不安的旋律。而后木

感谢。使交响音乐在表现人物性格上有了戏剧性的加强。 管乐器和弦乐队运用了六十四分音符上下级进的演奏律动式

交响音乐《沙家浜》的第四乐章《报警》选用了现代京剧《沙 的音型，表现当时一种紧张焦急的音乐背景，在这种音乐背景

家浜》第四场《智斗》中阿庆嫂的唱段《引诱敌人来打枪》，交响 下阿庆嫂唱出“二黄慢三眼”的唱腔。阿庆嫂“二黄慢三眼”的

音乐中阿庆嫂的这一唱段在保留了原作唱腔的基础上加入了 这一段落的主奏乐器是木管乐器组和弦乐队，音乐形式简单

混声合唱和女声合唱，合唱是在阿庆嫂的三个唱段之间加入 清晰，突出阿庆嫂“焦急”的心情。经过阿庆嫂的担心，唱腔进

的，这两段合唱的加入更加突出了阿庆嫂对躲藏在芦苇荡的 入“陕三眼”，这一段落介入了鼓和板，唱腔由琵琶和小提琴相

亲人们的担心和内心情绪上的不安。 伴随，速度的加快突显了阿庆嫂着急不安的心理活动。

第五乐章《坚持》选用了现代京剧《沙家浜》第五场《坚持》 交响音乐《沙家浜》第七乐章《斥敌》选用了现代京剧《沙

中郭建光的唱段《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和郭建光与战士们 家浜》第七场《斥敌》中沙奶奶的唱段《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

的领唱与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这一乐章共429小 放》。这首唱段包括5小节的引子，引子由管弦乐队加京剧打

节：作品开始的引子运用了管弦乐队双管编制的规模，共25小 击乐组合构成，铺垫了她当时那种痛斥敌人的怒火的心情。这
节，而后引出郭建光“二黄导板”的唱段《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 段唱选用了“二黄原板”，在原作唱腔基础上融入了民歌等因

向》。郭建光演唱这段唱腔时琵琶伴随唱腔，这种形式突破了 素，使唱段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原作“三大件”等伴腔的模式。60．74小节和118．126小节作为第八乐章《奔袭》选用了现代京剧《沙家浜》第八场《奔袭》

唱腔中的间奏，充分运用了管弦乐队的配器方法，体现了管弦 中郭建光和众战士们的唱段《飞兵奇袭沙家浜》这一唱段的引

乐队的交响化。在“慢三板”中第一句唱腔没有运用京剧音乐 子共37小节，开始由圆号吹奏出召唤式动机音调，木管乐器组

中的“三大件”和打击乐器，而是采用让唱腔与管弦乐队的结合 演奏和声，弦乐队用震音加上打击乐器的陪衬演奏出在夜深人

模式。“慢三板”中的其余唱腔采用了与京胡、京二胡和琵琶相 静的氛围中偷袭的音调。第19小节开始木管乐器和琵琶演奏

结合的形式，在这种形式的基础上管弦乐队起着帮腔的作用。 背景，小提琴以中弱的力度演奏出(∈沃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
进入“快三眼”以后，音乐在节拍上发生了变化，由—板一眼和 而后由单簧管、小号和中提琴演奏号角式的音乐，引出郭建光

有板无眼的节奏形式构成，表现出对战士们的激励和鼓励。 的领唱和战士们的合唱《飞兵奇袭沙家浜》。在战士们充满斗

第五乐章《坚持》中的郭建光的唱段《毛主席党中央指引 志的合唱之后，交响乐队又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瞌调进行

方向》和郭建光领唱与战士们的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动机式的发展，音乐由弱到强地表现激烈战斗的场面。

这两个唱段是一气呵成的，在这一乐章中270．330小节既可以 (未完待续)

看成是《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的尾声，也可以看成《要学那 (责任编辑朱默涵)

泰山顶上一青松》的引子，这一段落运用了管弦乐队中强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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