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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韵三叹"话“红灯"(下)

——感悟钢琴组曲逝灯记》中的风格魅力与文化质感

王珈胡净波⋯

三、激越与悲美的音乐基调

在中国艺术作品中常有一种审美标准，那就是“雅”或

“俗”，这似乎是评判、议论艺术作品的唯一焦点。在音乐界有

些白诩为搞西洋乐器的人士，时常看不起戏曲艺术，认为这些

声腔、音乐曲牌子都脱离不了俗、野、土的范围。其实不然，在

中国这个文化国度里，流传下来戏曲艺术(包括所有的民间艺

术)，有人所说的“俗”不一定是俗不可耐，认为的“野”也不一

定是野鄙无驯，常说的“土”不一定是土顽愚钝。因为这些艺

术的审美价值不仅在于经历过千百年的传承，更是经过历代

文化高人或广大群体人们的打磨，才可能形成艺术上的流派

体系与文化上的风情质感。就如民间画师的笔法，他们时常

忽略构图、色彩、透视等内容，但却能让作品出现惊人的效果。

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审美习惯中，大红、大紫的表现方

式，大起、大落的声腔歌调，都是以人类共有的创作智慧来凸

显艺术上的浓墨重彩。所以，在钢琴组曲《红灯记》中的八首

不同风格的音乐章节安排中，同样是以这样一种审美意识和

例3．《血债还要血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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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意识，来把握曲与曲之间的陈述方式。例如：第六首的

《血债还要血来偿》和第八首的《雄心壮志冲云天》，就是以音

乐上的激越表情和音响音色上的悲美基调，来形成这样一种

感人的音乐篇章。从而使得钢琴组曲《红灯记》的音乐，不但

提升了戏剧层面上的冲突，也在审美意识上更加符合中国传

统京剧中的表现风貌。

1．《血债还要血来偿》的激越特征

这是一段原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唱段，属于

老旦角色的风格。在以往的传统京剧中，老旦是专门用来扮

演老年妇女的人物形象。在钢琴组曲《红灯记》中也是借用李

奶奶这样一种老旦声腔与内容，来为音乐添加悲愤交加的叙

事情感与激昂、高亢的声韵幅度，以此形成不同音乐段落间的

对比画面。

如：开始的引子(前奏1．6小节)，钢琴的右手就以二个fr

的强力度和四个强拍位置的装饰音，快速形成一种急促、强烈

的音响音势，并以快速、清晰的旋律走句与和弦力度的交替出

现，形成一种坚毅、刚烈的音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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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唱腔的主体部分，钢琴在这里的表现，既有剧中

人物李奶奶的主导声腔，又有以钢琴的中高音区来进行装饰

性伴奏的过门，还有以同向的八度重复声部的快速跑动和错

落的左右手声部间的交叉进行。在板式上也没有采用原来唱

腔中的二黄原板，而是以符合钢琴乐曲的通常写法来以l／4、

2／4、3／4和散化的方式进行标记。在节奏的处理上，更多的是

以符合京剧中带有即兴陛的原则，进行适时的渐慢、由慢渐

快、还原等处理。把一首情绪激越和带有强烈情感的叙述性

[1】作者简介：王珈(1979～)女，沈阳音乐学院讲师。

胡净波(1961～)，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唱段表现得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而当尾奏出现时，钢琴又以

增加声部的表现，大跨度的琵音、震音的使用，以及以连续、等

分、后十六的柱式和弦等手法，来模仿和体现京剧武场打击乐

的声效，使得这段的音乐情绪在激越中又添加了更多的张力

冲击。

当音乐经过上述这些情绪、方法的陈述后，在第68小节

尾声或尾奏开始的地方，便以更为宽放的手法让音乐走向更

具悲情色彩的戏剧性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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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血债还要血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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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雄心壮志冲云天》的悲美基调

悲情的风格基调不仅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早已成为创作上

的审美手段，就是在国外的各种艺术作品中，也是艺术家们经

常运用的表现方式。因为悲情的风格特别能够给人以崇高的

审美感受，并以这样一种情绪上的悲与美的冲突，会令人产生

一种别样的审美愉悦。所以，作者在这里选用《雄心壮志冲云

天》作为终曲乐章的用意就在于此。全曲的表现亦如色墨混

溶的音乐画面，让悲美的音乐基调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情感涌

动中，实现了整部组曲中的总高潮，且表现、发挥得酣畅淋漓。

同时，钢琴组曲《红灯记》之所以选择了剧中人物李玉和的这

段唱腔，就是想通过李玉和这样一种老生那富有穿透力的声

腔风采，来让大结局在高亢、悲美中完成。

在传统京剧中的老生行当，主要是扮演中年以上的男性

主角，唱和念白也都是以本色的嗓音来表现声腔中的韵味。

在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雄心壮志冲云天》唱腔，

就体现出既是整部剧中的核心唱段，也是整部戏剧冲突走向

顶峰的标志。所以，在钢琴组曲《红灯记》中选用这个唱腔作

为最后一个乐章，其改编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D作为整部组曲的终曲，一定要在音乐的总体结构中掀

起一个总的声浪高潮。

例5．《雄心壮志冲云天》

②必须要有以这样一个核心唱段来塑造、歌颂正面的英

雄人物，这也是那个特殊时代所赋予正面人物的使命感。

o让这样一种类型的风格基调作为组曲的大结局，并以

此来给人们带来崇高的信仰和悲美的艺术感受。

所以，本乐章全面的借用了原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

这段唱腔的全部表情、表现等手法与优势。如：人物塑造上的

“三突出”表现原则，大气磅礴的戏剧推进路线，主旋律的主导

作用等。所有这些改编手段的出新运用，都体现出较高的艺

术水准与革新成就。下面就以引子的段落表现(前奏)，来说

明作者在这个乐章中的改编手法与音乐上的陈述方式。

从第1到第9小节的第一拍中(引子中的第一阶段)，是

以低音区的柱式和弦来表现音乐上的庄严与雄伟；从第9小

节的第二拍到第3 1小节，是从前面慢速的2／2拍子转换成1／4

拍子，并以坚定有力的快速度和类似有板无眼的旋律走句，以

及由不同音型构成的综合表现(左右手错落的节奏、渐强的力

度走势、由七和弦构成的均等柱式音型等)，来体现音乐上的

冲突与表现人物内心的愤怒(引子的第二阶段)；从第32到第

40小节，是以突出旋律的调式表情来体现音乐内容上的对应

(引子的第三阶段)，也为声腔主题的进入提供了导入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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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谱例中不但可以强烈的感受到音乐的递进和逻

辑上的行进路线，还可以见到作者参考了类似拉赫玛尼诺夫

《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导入部分的写法痕迹。这可能与殷

承宗留学前苏联的文化背景或是想借用忧郁的俄罗斯风情，

来与这段音乐形成某种内在的关联。而这样一种融入的改编

手法，在本乐章的后面整体发展上也都有体现。如：按着约定

俗成的音乐成语方式，在本乐章中植入的《大刀进行曲》音乐

主题和《东方红》的主题音调等。

在《雄心壮志冲云天》乐章的表现中，不仅继承了传统京

剧中的行腔风格，还以板式的结构布局来添加音乐段与段之

间的表情浓度。如：一板一眼的叙述性，一板三眼的抒情性，

字多腔少、干净利落的垛板的突出使用等。所以，板式与速度

的把握，是这个乐章总体布局的关键所在。如：以二黄导板(稍

慢)——回龙(中速)——原板(中速)——慢三眼(较慢)——

垛板(较陕)等)，来体现和划分段与段之间的人物情感和戏剧

性进程。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声风格的使用上。钢琴组曲《红灯

记》与钢琴伴唱《红灯记》之间的用法基本一致，对此，周明尧

曾有过这样的研究结论：钢琴伴唱《红灯记》借鉴了欧洲晚期

浪漫派强烈、自由、奔放的特点，提倡综合艺术和标题音乐，强

调个人主观感觉的表现，大量地使用夸张手法。同时，在运用

浪漫派手法时不仅突破了古典音乐均衡完整的形式结构的限

制，而且在织体运用上十分自由。并以不和谐音的扩大和自

由使用，半音法、转调、7和弦及9和弦在乐章里的大量出现，

扩大了和声的表现功能和范围⋯。

由此可见，作为终曲《雄心壮志冲云天》的音乐表现和所

追求的音乐品质，如同我国的古琴曲，是用内心来呈现出作品

内涵的一种表露途径。而当这种有感而发的音乐蕴含着戏剧

特有的表现情感与传统的审美意识时，才可能是构成感动听

者和实现作品文化价值的主要原因。

四、中国语境下的音乐指纹

通过笔者对钢琴组曲《红灯记》的学习研究，深刻的体会

到，面对我国多年的钢琴民族化探索，殷承宗之所以选择了以

京剧风格作为体现中国文化风情的突破口，除了相关资料显

示出殷承宗当时的专业生存压力外，还体现出他对发展中国

音乐文化的使命感。其中的改编与创作上的追求，是对钢琴

艺术化、中国化和民族化的追求，反映的是中国钢琴音乐文化

中的一种审美意识与文化上的一种风格指纹，进而重申、凸显

了中国钢琴作品中的文化底蕴。因为音乐是以本体为依据来

体现作品的整体风貌，而风格则是以音乐文化上的审美呈现

来完成作品的真实内涵。

钢琴组曲《红灯记》在此所表述的中国语境，还体现出作

者在改编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即：“内法”与“外法”的创作手段。

内法包括旋律、织体、结构和音高组织，以及模仿京腔、京韵和

对京剧乐件的音响音色选择。而外法则是以形式之美，境界

之美和精神之美，来丰美作品的文化品质。所以，好的中国钢

琴作品绝不能仅限于钢琴技法的呈现，而在于技进乎道的改

编与创作，并以此来追求独属于中国自己的钢琴音乐语境。所

以，钢琴组曲《红灯记》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作品形式

上的标志，其作品本身具备了这样几个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

1．特色鲜明，这在中国钢琴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

2．取材于时间较为悠久、风格较为浓烈的京腔京韵，这就

为中国钢琴民族化的表现提供了全新的风格领域。

3．为中国钢琴文化作品的积累做出了一大贡献。

4．这种艺术本身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这从钢琴组

曲《红灯记》问世后，又出现的一系列中国钢琴作品中，就可以

看到这样一种示范性的作品效应。

因此，钢琴组曲《红灯记》创造了一个真、善、美的音乐世

界，传达了一种中国精神。殷承宗那充满智慧的创作，诗情画

意的演奏方式，不但能在音乐中让人感受到透过追忆、叙事来

继往开来，还能用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笔调来修饰作品中的音

乐内涵。

钢琴组曲《红灯记》的改编与创作，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呈

现在人们面前，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意识上的一种诉求。

它体现的不仅是对音乐形式的创作追求，而是强调音乐改编

与创作上的发展观念。在当时，这样一种发展观念不是以否

定传统文化为代价，而是以寻求钢琴的文化出路和文化本质

为己任。因此，钢琴组曲《红灯记》的改编与创作，特别是对于

传统的“线}生思维”和外来的“交响性能”以及“跨界式”的民间

音调、歌调等方面的借鉴，都有殷承宗自己的思考与变通。使

【l】周明尧((钢琴伴唱<红灯记>中三首唱段的和声研究》(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日昌《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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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些土生、土长的京剧艺术与外来的钢琴技法在此得到合

情、合理的融合与转换。同时，对于钢琴组曲《红灯记》在音乐

创作中的内涵外延，可以见到殷承宗去弥补曾经被忽略、缺失

的音乐元素。这一方面在钢琴组曲《红灯记》中都有良好的表

现。

如：《都有一颗洪亮的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天下事

难不倒共产党员》中的调式外延与开发；《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血债还要血来偿》中的“润腔”、“甩腔”、“托腔”等在钢琴上的

表现；《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雄心壮志冲云天》等音乐上

借助板式的变化，所形成节奏、节拍上的递增，递减和音响音

色上的起伏变化等。所有这些巧妙的结合，都能体现出殷承

宗在钢琴组曲《红灯记》中音乐改编和演奏上的内涵与外延。

所以，在钢琴组曲《红灯记》中，不仅有音乐的抒情}生和戏剧性

的高度融合，在许多音乐段落中，都能够让钢琴的表现站在中

国京剧文化的背景上，去发挥钢琴的独立表现作用。在一些

具体演奏上，殷承宗有时是以弱化钢琴的功能来诠释曲中的

人物。而有时却又以发挥钢琴化的丰富织体去彰显中国音乐

文化上的特殊性。而里面的许多写法、构想和音响现象，虽然

与西方的钢琴写法有所出入，但从承载钢琴组曲《红灯记》中

的内容职责上看，音乐就显露出清晰的行走路线来支配着每

个乐章的统一发展。

从上述的分析论述中可以见得，让音乐的表现力更加贴

近中国文化审美中的写实与写意的关键，并非只是在于技术

层面上的繁杂和音响音色中的发明使用，而在于如何让自己

的民族音乐符号清晰可见，并以这样一种源于中国戏曲、又高

于中国京剧的音乐作品走出国门，钢琴组曲《红灯记》做到了

这一点。这从殷承宗后来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无数场音乐会曲

目中，钢琴组曲《红灯记》就是其中最大的亮点。由此，钢琴组

曲《红灯记》在改编创作上，还有二个方面值得一提：

1．钢琴组曲《红灯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一种美学

智慧和表述习惯，如同古琴音乐中的审美意境，即：以“空、散、

含、离、虚”的“意象”来体现作品中的“具象”内容。如：“空”能

给听者留出更多的品味余地等；“散”在音乐上所形成的形散

意不散的叙述方式等；“含”在每个乐章中所体现的特定内容

等；“离”所表达出来的个陛化的风格特征等；“虚”在材料使用

上所发挥的演化余地等。同时，为了凸显中国音乐中所熟悉、

习惯的旋律经得起品味、回味，殷承宗则更多的从“线陛”的翻

新入手，并借鉴古筝、古琴演奏时的实、虚、沉、亮等音色对比

手法，来添加整体音乐表现上的幅度和贴近戏曲中的声腔与

韵味。

2启传教士把钢琴引入中国以来，钢琴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中，一直都是在中与西的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壮大。对于钢琴

这种乐器在演奏和作品创作上的出新、更新，一直以来也都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审美意

识上的自以为是或盲目的照搬国外等做法，这样的结果都有

可能缺失我们自己的文化本体，从而导致背离我们自己民族

的文化根基。因此，如何维护钢琴文化上的中国化和拓展钢

琴音乐的民族化的双重职责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对此，谢柏

梁老师曾有这样的观点：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为我国第一部、

也是唯一一部用钢琴为京剧伴奏的作品。“在中国这个戏曲

文化大国里，只有当戏曲音乐能与西洋乐器有机结合起来，那

么钢琴曲创作的原创性和本土化才真正具备中国化和民族化

的意义’’f11。

通览钢琴组曲《红灯记》中的音乐，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

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演奏艺术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或

发明了一些如同现代音乐上的演奏方法，钢琴的演奏难度上

也没有超越浪漫乐派的表现范围。由此说明，钢琴组曲《红灯

记》艺术表现中的富丽与质朴、光彩与辉煌所形成的文化风貌，

即使是“雕虫小技”，也会显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在古、今、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汇处，如同一座山峰，向顶

点攀登可能是所有音乐人的愿望。在音乐创作、演奏等方面

的表现上，中西文化间的互补和融合虽然不容易做得完美，而

更难的则是既不能丧失我们脚下的土地，又能摆脱前人对我

们的影响。而像钢琴组曲《红灯记》这样的作品之所以一直以

来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原因，就是音乐的表现上始终没有割

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脉，这也正是笔者需要总结研究的重

要方面，以此来补充我们今天学术研究及音乐教育中的缺氧

与缺失现象。

简而言之，钢琴组曲《红灯记》音乐中的作品意义，主要是

以凸显人文精神来体现对于人性真、善、美的讴歌，即：以自然

情感为中心的心理层面。而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改编与创作

思路，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长见到的儒道合流的文化

特征与人文情怀。因此，钢琴组曲《红灯记》不仅体现出了中

国音乐文化上的审美意识，还可能以其更加开放的学术视野，

让钢琴组曲《红灯记》在与世界交流时，能够形成一张具有中

国文化特色的音乐名片。

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传统哺育着未来。”钢琴组曲《红

灯记》在她的艺术实践中，似乎领悟、贴近了这句话的分量与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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