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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 变" “再 生"(下)

——京剧现代戏《海i勘方海珍唱腔音乐考辨

(接上期)

(三)板式扩充

板式的扩充，在京剧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过脚

步，尤其是京剧现代戏创作更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了更好

地适应唱腔音乐的发展需要，《海港》在板式创新上做了进一

步的推进，成为前期“样板戏”与后期“样板戏”承前启后的桥

梁。

1．【西皮宽板】

【西皮宽板】是《海港》的新创板式，它既吸收了【摇板】节

奏“紧拉慢唱”的特点，又在【原板】一板一眼的2／4节拍基础

上，赋予了宽广饱满、刚柔相济的旋律特点。方海珍“细读了

全会的公报”唱段开头就采用了【西皮宽板】。辽阔伸展的曲

调，开朗高亢的情感，唱出了方海珍面对复杂的困境在党的

《公报》指引下的雄心和信念。(见谱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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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吟板】

【吟板】也称“吟唱”，即吟咏歌唱。它是借地方剧种“清

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板式。如，由贵州琴书演变而成的新

兴地方戏曲剧种黔剧，最早的板式就有【二板清板】；又如在绍

兴民间小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越剧也有【清板】。在传统京剧

里，将这一地方剧种的【清板】发展成了【吟板】。传统京剧《白

蛇传》中的【西皮吟板】‘啊!狠心的许郎啊!，；《金玉奴》中的

【二黄吟板】‘苦命的爹爹呀’!二者与传统京剧中的“哭头”有

些类似，它们的思想表达还仅限于“感”和“叹”的层面，并不具

备完整的词意。在《海港》“忠于人民忠于党”【反二黄吟板】中

的’(烈士的鲜血)渗透了码头的土壤L_‘句，自由吟唱的曲调委

婉盘旋而下，悲切中带有哽咽的装饰音充满了苦涩，与前面的

【摇板】共同表达了方海珍此刻对那些争取自由和民族解放而

死难的烈士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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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作者简介：刘云燕(1959～)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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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东风传送”所使用的【西皮吟板】‘这才是／革

命者／伟大的胸怀’，从唱词意义上分析，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完

例7．

‘：：吟扳1、矿 、、拇，星謇，兰
3．【西皮回龙】

【西皮回龙】是借鉴【二黄回龙】的特点发展起来的板式。

在传统京剧板式中，与上述【吟板】相似，还仅限于短小的感叹

似的附加句。如梅兰芳的《玉堂春》唱段“玉堂春跪至在都察

院”中的一句：‘啊!大人呐!’京剧现代戏在此基础上发展了

【西皮回龙】。首先用在《奇袭白虎团》严伟才的“为人类求解

放粉身碎骨也心甘”唱段中。‘新潮／翻腾／似浪卷’的七字句作

整的结构及词意涵义。其脱离伴奏的，一字一句的咏唱，表达

了方海珍对韩小强发自心底的真挚情感和热切的期望。

为【西皮导板】的上句，‘新仇／|日恨／满胸间’与其对应在【西皮

回龙】中。京剧《海港》方海珍的“暴风雨更增加战斗豪情”中

进一步使用并发展。‘散包麦／j青调信／令人深省’为【西皮导

板】的上句：‘我胸中／一阵阵／江潮起伏，风云翻过，警钟长鸣’

为扩充的【西皮回龙】下旬。整个【回龙】前半部分短促，腔少

字密，呈现出“垛句”的特征，后半部分伸展扩充，与【导板】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m’ 戮≯鲁，焉：心誊理窜
辱‘霉豫季?彗，圳

4．【二黄二六】

【二黄二六】是在传统【西皮二六】基础上发展的新板式，

京剧现代戏最早见于《红灯记》李玉和的“党教儿做一个刚强

铁汉”唱段中；在《海港》方海珍“这扛棒跟随咱经历过艰难世

道”中进一步使用并发展。

上述《海港》无论是新板式的创造，还是进一步发展此前

的成果，都体现了作曲家为京剧唱腔音乐创作拓展更广阔的

空间所作出的努力，并在《海港》中切实起到了充分表现人物

性格、推动戏剧发展等重要作用。

(四)过门与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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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门音乐，在传统中京剧唱腔中早已形成了一种程式化

格式。无论是西皮腔还是二黄腔，均以相对固定的过门模式

运用在各自的唱腔中。京剧现代戏突破了这一程式，唱腔设

计者根据剧情和情感的需要，与传统结合进行了新的创造。

如《智取威虎山》常宝的“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唱段中‘大祸从

天降!’一句后的过门音乐，就是以动力性的发展手法由作曲

家创作的过门音乐，其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传统程式化过门

的感染力。《海港》中，过门音乐进一步发展。“细读了全会公

报”的前奏、间奏过门，均采用方海珍的主题音调来完成，而且

它紧随唱腔作转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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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中【西皮回龙】与【慢板】之间的衔接，是一个动力性很强的过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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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采用对动机重复、模进、分裂等手法，将旋律做上 过场往往使用固定的武场锣鼓兼文场曲牌。京剧现代戏，过

下翻跃后衔接传统过门接唱腔。这种创造实现了“过门中的 场音乐或幕问曲等纯音乐的创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红灯

音乐”，“音乐中的过门”这一理念，使唱腔音乐与过门音乐如 记》中，以“红灯”为主题的音乐委婉、抒情；《智取威虎山》<打

胶似漆地融为一体而更为丰满，起到了戏剧发展的强有力的 虎上山>的过场音乐，以辽阔、深远、空旷的气质打动并征服了

烘托与推动作用。 观众。《海港》方海珍的“细读了全会公报”唱腔前的“序奏”，

纯音乐的创作，是京剧现代戏又一个特征。传统京剧中， 是将其音乐主题以管弦乐的形式奏出。这个音乐配以暴风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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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轰鸣，雨过天晴的蓝天，彩虹横架的斑斓画面，衬托和描透过于会泳《海港》唱腔音乐创作实践的剖析，他的所有

绘了方海珍“细读了全会公报”后神采奕奕的形象。 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代价，都不是能用“诟病”

三、回归传统的“再生”

“破”与“立”，即“发展的螺旋式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

出现的曲折性的形象概括。它表明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

级到高级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近似于一串圆圈螺旋式

的曲线，即由自身出发，仿佛又回到自身，并得到丰富和提高

的辩证过程。”京剧现代戏的音乐创作，正是这一辩证关系的

充分体现。这里所谓的“回归”并非真正回到了传统的原点，

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发展使其获得进一步的升华。

例11

或“赞美”的简单词汇来做定论的。从他后期的创作成果可以

证明，《海港》的实践真正成为了他挣脱传统的束缚而从中获

得了经验的积累。

(一)主题音调

通过《海港》人物音乐主题的打造所获得的经验，首先在

《龙江颂》中进一步探索。江水英的主题音调设计与方海珍异

曲同工。其主题也来源于传统说唱中提取的材料经过加工形

成的。不同的是，于会泳将其运用在了江水英几乎所有唱腔

的前奏过门中。其中的“一轮红日照胸间”的创作手法与方海

珍的“公报”的模式如出一辙，几乎完全相同。

到了《杜鹃山》，柯湘主题音调的创造才真正达到了如火

纯情的程度。首先，柯湘的主题在传统说唱音乐材料基础上

进行了精心周密的深加工。尤其表现在滑}生上，作曲家吸取

例12

了《海港》和《龙江颂》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了素材的提炼、新

材料的创建、倒影逆行等手段的运用，并将主题后半部分的调

性进行了巧妙的“柔性”处理，使之更具粘合力。

主题核心部分的“1”和“2”是通过倒影逆行的手段创造

的，二者衔接时做向下四度翻卷，结束音就会自然落在上四度

的“do”音上；上翻五度时，结束音就下转四度接到了“re”音上。

这样，无论衔接哪个唱腔都不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同时，这个主题所具备的灵活、变通、可伸缩等特点，经过

不同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流畅地融入到了柯湘全部唱腔的前奏

过门及间奏过门，并顺利地渗透到她所有的唱腔旋律当中，与

唱腔音乐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的整体。不仅如此，剧中几

乎所有的主要人物均有自己的主题音调，它已经从一种音乐

“符号”上升到了形象化、个l生化的人物特征和标志。人物主

题形象的高度统一和不断强化，使观众欣然接受并迅速建立

起深刻的感官记忆而与此共鸣。从这一点上来评价，《海港》

方海珍音乐主题的创作与探索并不是徒劳的，而是具有积极

作用的，它成为《杜鹃山》人物音乐主题打造的重要开端和试

验田。应该说，“破”与“立”在此最终得到良性的体现。

(二)借字转调

在传统京剧中，“借字”使唱腔获得了色彩上的变化，而“苦

川3’ 炭1差．。；-寸之：
．。 -一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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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莲亍哥1芋吾

音”与“欢音”川的对比使用更具特点。“苦音”在情感气质上

有伤感、晦暗、悲愁、哀怨等感觉，常常使用“微升fa”和“微降

si”这两个音。在《海港》中，于会泳所运用的大量“借字”，并不

属于上述“苦音”的范畴，而是有意识地来实现转调的目的。如

“公报”的第一句直接以大二度的级进转到了远关系调；唱腔

所有下句均以“借字”的方式转向上方四度调。如此种种手法

的运用，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京剧唱腔的固定模式，其效果不

得不说显得生硬并有失京剧的韵味。在《杜鹃山》中，上述手

法虽还在继续使用，但是运用得合理恰当，流畅自然。尤其是

柯湘的唱腔最为明显。如“乱云飞”中的【二黄导板】‘乱云飞／

松涛咄群山奔涌’一句，先从主调出发，然后用“变宫为角”的
“借字”作为第一层的铺垫和过渡，再继续“借字”来实现重属

方向的转调，使渐次盘旋上升的旋律与连绵激越的情感有机

结合在一起，十分准确地表达了此时柯湘内心不安和焦躁的

情绪。比起《海港》“公报”直接运用大二度转调所产生的调性

“陡然”变化委婉自然得多。

；?，点二·善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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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意义上的“苦音”与“欢音”(或“花音”)，是指秦腔唱腔音乐和曲牌音乐的两大类别，它们由两种不同的音节与调式

所形成。作为表现感情气质变化的技法之一。“欢音”主要表现欢娱快乐的情绪，“苦音”则主要表现悲哀伤感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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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关“借字”形成的上四度转调，在《杜鹃山》中的运 间上四度离调的色彩对比；而在黄连苦胆·处恰好地运用了“微
用显得格外谨慎。柯湘的【反二黄原板】‘‘黄连苦胆味难分’’中 升fa7’这个“苦音”，从而阻碍了由于“单借，，而形成的生硬转调

‘(痛恨人间)路不平’一句，运用了暂短的“借字”形成了一瞬 的可能。

例14
‘反J黄原扳1

m， “徽?‘a”

睾晦至耋挚整叁至巍差垂匿童壁

柯湘“血的教训”中‘痛定思痛’一句，很好地运用了“微降 此造成的不自然。

si，，，同样突出了“苦音”的色彩作用，削弱了转调的可能性和由

I厦蓠慢皈】
’． ^．徽酶s。．。

毒哟三嗣基宣?立?手量墨
椭 $坦辅

上述几例，即改变了传统程式的呆板使唱腔更为新颖，在

落音处顾及传统调式的程式化因素，同时又与唱词内容、情感

宣泄十分贴切。可以看出，《海港》的创作经验的优化与扬弃，

使《杜鹃山》唱腔音乐更显示出柔和、适度、不留生硬的痕迹，

达到了更为成熟的极佳的艺术效果。

(三)板式扩充

板式扩充，在前期“样板戏”基础上《海港》进一步创新，特

别是《杜鹃山》已显得更加成熟，使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如在

柯湘“血的教训”’狭隘的复仇思想’一句中采用了【反二黄吟

板】；在柯湘的“无产者”中’洒热血，求解放，生命不息斗志昂

扬，胸臆问浩气昂扬’一句，采用了“垛句”【西皮回龙】；【反二

黄二六】在柯湘的“黄连苦胆味难分”中继续使用，等等。

(四)过门与纯音乐

过门与纯音乐，经过《海港》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杜鹃山》

更为凸显。过门音乐在柯湘的所有唱腔中无不渗透着主题音

调的踪影，使整个音乐形象完整并深入人心。就这一点，比起

《海港》更显示出音乐的统一性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由于其音

乐主题设计得严密、灵活，无论它作西皮还是二黄的唱腔前奏、

间奏过门，还是衔接每一段唱腔，都显得自如且游刃有余，与

《海港》唱腔过门音乐的效果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纯音乐写作在《海港》的基础上，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如

《杜鹃山》场与场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幕问曲的连接。更重要的

是其音乐风格完全体现了南方地域陛特征，与戏剧本身所表

现的特定环境十分吻合。音乐优美柔和，节奏跳跃丰满，使整

部戏剧充满了音乐为主体的完美的艺术境界。

结语

任何一部音乐作品的创作，都是以作曲家的创作时代、环

境、背景、观念，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因素作为前提的。《红

灯记》、《沙家浜》等前期几部成功的京剧现代戏，其唱腔设计

者的创作大部分是来自于自身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在继承

传统京剧艺术基础上，他们设计出了与剧情相吻合并具有一

定时代感的脍炙人口的唱段。《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设计是一

支集合了各方面人才的创作队伍，是戏曲音乐工作者与新音

乐工作者的混合班底。他们的创作观念与审美情趣已经与完

全彻底的传统有了一定的差别。如中西汇合乐队的使用，纯

音乐的写作，音乐主题的设计等都显示出与传统不同的概念

和崭新的面貌。

通过《海港》的剖析，我们也不难看出唱腔设计者在创作

上的内在动因。作曲家于会泳使出了浑身解数，努力在寻求

一条传统音乐通往新时代的最佳途径。他首先坚持“破”为前

提，冲出传统京剧唱腔固有的程式束缚，力图表现出与以往不

同的“新”的创造。但良好的愿望必将付出等量的代价，“破”

与“立”这对矛盾一定会在其实践过程中相互排斥，而经过不

断的咬合后最终才会建立起新的秩序。由于作曲家在《海港》

中一系列带有风险性的“破”的行径，也恰使它成为了传统京

剧向现代京剧跨越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点。它使此前

京剧现代戏创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光大，又作为“正反”

两方面的镜子使后期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获得了重要的经验。

被大家竖指称赞的优秀作品《杜鹃山》，无论是戏剧情节，人物

塑造，台词精致等方面堪称是经典。特别是在唱腔音乐创作

中所表现出的对传统的尊重，对观众欣赏及审美的顾及等方

面，都体现出了中国的“戏曲精神”依然尚存，所依托的形态新

程式也备受广大观众的亲睐与赞美。作曲家终于经过大胆的

艰苦探索，满面春风地迎来了其创新程度最大，时代感最强，

唱腔音乐风格最新的成熟的《杜鹃山》。如果说这部戏是京剧

现代戏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精品，那么它也是中国传统京剧

这一古老的艺术样式在长达二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终于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真正的质的“蜕变”而后获得的“再生”。

《海港》也恰是整体链条中最为凸显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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