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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咏梅》京剧唱段钢琴伴奏演奏特点分析

徐威n1

[内容提要】钢琴伴奏版本的(《卜算子·咏梅》京剧唱段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其伴奏
的编配者殷承宗先生在西洋乐器——钢琴为京剧伴唱、伴奏及钢琴音乐在中国
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代京剧((红灯记努、《黄河》协奏曲的诞生见证
了钢琴与中国音乐文化融合后获得的巨大成功。((卜算子·咏梅》京剧唱段正是
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又一佳作。然而该作品在创作形式上又具有鲜明的
特点，因此在钢琴伴奏的弹奏、风格的把握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首先对
该唱段的创作背景——文学背景、作品创作背景、钢琴伴奏创作特点及钢琴伴奏
乐谱的艺术价值等进行介绍、分析，其次梳理该曲钢琴伴奏的特点并进行演奏特
点分析。

[关 键 词】钢琴伴奏办扳式／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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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算子·咏梅》京剧唱段的创作背景

及钢琴伴奏乐谱的艺术价值

(一)创作背景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于1958年创作的诗词，当时正

是中国的艰难时期，面对三年自然灾害与较为复杂的国际形

势，中国正经历着一次严峻的考验。而面对重重的困难和险

境，毛泽东托梅寄志，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必胜的决心，在险恶

的环境下勇敢地迎接挑战，决不屈服，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正

是有了这样的鼓舞，增强了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革命到

底的决心。全诗仅44字，将梅花品格的谦逊脱俗、豁达大度

的精神风采刻画得惟妙惟肖，将共产党人蔑视困难、战胜困

难、甘于奉献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词发表之后，以此为题创作的艺术作品有合唱作品、曲

艺作品等多种形式涌现出来。其中以由孙玄龄1966年谱曲

的《卜算子·咏梅》京剧唱段最具特色，流传最广。在当时创

作环境、创作内容受局限的情况下，作曲家抓住京剧深深扎根

于群众的特点，借鉴20世纪60年代现代戏的经验，通过对传

统的传承与创新，将京剧唱腔得以发展，结合毛泽东诗词的恢

弘大气、浪漫热情创作了该曲。这首作品结构缜密完整，唱腔

细腻精致，形式新颖，尤其对毛泽东诗词内涵、气质的挖掘，完

全融入音乐的表现之中使作品表现起来豪迈而华美。尽管仅

仅“个字的诗词，作曲上根据词义的层次、京剧的板式、曲调

的发展等将作品划分为三个部分，层层铺垫、渲染，突破了原

有京剧作品结构上的要求，使创新性的尝试京剧唱段的发展

得以成功。

(二)艺术价值

经典的作品是经得起的时间检验的。从创作至今近50

年过去了，这首作品不仅在京剧界被人熟知，一直以来在我国

各大音乐院校该曲仍然是演唱专业的保留曲目。这首作品成

为诗词类歌曲的代表作、具有戏曲风格作品的代表作。另一

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方面，这首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声乐比

赛、声乐教材、音乐会的重要曲目与它极为高质量、统一完整、

流畅凝练的钢琴伴奏编配密不可分。对于京剧唱段而言，极

[1】作者简介：徐威(1983～)，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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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考究的钢琴伴奏乐谱是十分可贵的。该作品的钢琴 二、作品“写意”性的特征及演奏特点分析

伴奏编配者是中国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先生，创作于1967年。

在当时的环境中，钢琴与京剧的结合是开创性的，钢琴作为西 一首歌fHj在演唱之前，前奏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前奏的

洋乐器它的存在价值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直至殷承宗先生 铺垫通常会在调性、节拍、情绪等方面给予演唱提示，使歌者

创新性的写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钢琴伴唱乐谱，人们才逐 演唱进入的自然。不同思想内容的歌曲其前奏的形式、规模

渐接受这一音乐形式，随后，《卜算子。咏梅》应运而生。这首 及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卜算子·咏梅》的前奏可以说别

作品的钢琴伴奏乐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研究价值。 具一格，尽管只有8个小节，却极好的将中西方音乐进行了高

首先，对于艺术价值而言，该曲在前奏、间奏出尽显钢 度融合，开篇就将梅花的神韵似音乐画卷般展现在眼前，京剧

琴华丽纯净的音色与气势的恢弘，可谓“大气”；在唱腔进 的核心元素以钢琴的音乐语言华丽展现，如诗如画地为整个

入段落，根据唱腔的音乐发展需要，伴奏细节处均有配合性 唱段艺术化的勾勒了充满意境与浪漫气氛的大气恢弘的前

的变化，尊重京剧伴奏的衬托、陪衬而不喧宾夺主，可谓“细 奏。整段前奏不拘谨、不刻板、不生硬，尽管采用西洋记谱方

腻”：在钢琴伴奏音乐语言的选择上，在唱腔长音处大量的 法，从乐句的走向、音乐层次的设计、音乐语汇的变化清晰感

华彩性音乐语汇的填充，可谓“精致”；在钢琴伴奏与歌者 受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写意性、高山流水般的音乐体现了

的配合过程中，由于京剧唱腔的特点，尤其是紧拉慢唱、散 我国艺术文化的审美特征，这与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

板等音乐固有的特点，在伴奏编配上又给伴奏者留有很大 情怀极为吻合，对于诗词意境的表现与深度刻画起到极佳的

的伸缩空间，可谓“精湛”。其次从研究价值角度看，50年 作用。因此，准确演绎、挖掘这段“特写”式独奏段落对于伴奏

前对于京剧的钢琴伴奏已初具规模，其中隐含的音乐语言、 者把握作品风格尤为重要。

伴奏功能、伴奏手法、伴奏效果较为清晰准确，可以说从钢 前奏共8个小节，音乐清新纯净，大气挺拔，写意性地描

琴为京剧伴奏的初级时期，其水平已不容小觑。那么，随着 绘冬日的料峭和梅花在冬日里傲然挺拔的姿态。音乐在宁静

民族声乐的不断发展，京剧、戏曲等元素越来越多、越来越 中慢慢展开画卷，音域宽广、音色清澈，在高音区旋律声部连

深的融入到崭新的音乐作品之中，对民族化音乐的研究越续柱式和弦逐渐增强，双手反向进行，注意双手和弦弹奏的整

深入、越准确、越细致，对音乐的表现就越真实、越有开拓 齐及在强度、音色上的统一。进行到第四组和弦时，左手逐渐

性的应用与更好的发展。推进，节奏由松至紧、音域由高至低，流畅坚定地落到属和弦，

即第五个和弦音上以完成第一乐句。(见谱例1)

例1．

在这个乐句中，尽管音乐在节拍上有明确的时值，在实际

的演奏中应注意音乐的进行感，音乐在逐渐加强力度的同时，

音乐也完成了逐渐加紧拉宽的过程，尤其在fr处，音乐有豁然

开朗之感，和弦演奏坚定有力。紧接着是七个音一组的“琶音

式”音乐进行，这里标有明显的重音记号，注意演奏时速度均

匀，音乐流畅、清晰及演奏的颗粒性，共四组已完成第一乐句

的时值及在高音区引出第二乐句的表达。第六小节是围绕属

音设计的炫技性的演奏，恰似诗词中“犹有花枝俏”的“俏”字，

节奏似戏曲中的锣鼓点节奏，慢起逐渐加快加紧，之后两小节

应舒展平稳，给歌者很好的铺垫引入。作为前奏，歌者在演唱

之前整个舞台气氛的渲染、音乐主题内容的刻画都依附于伴

奏者的设计与描绘，音乐风格的展现会拉近歌者与听众的距

离，很好的前奏既能给予歌者很强的信心也能使听众在音乐

的欣赏中产生画面的联想。尤其这首作品的前奏彰显钢琴乐

器的特点，在演奏上具有一定的难度，是伴奏者的“特写”也是

全曲的亮点，因此对于前奏的风格、细节把握显得尤为重要。

三、作品钢琴伴奏与板式相结合的特征
及演奏特点分析

“板腔体”是京剧的音乐结构特点，京剧乐思发展的核心

是“板式”变化。音乐在不同“板式”节奏、速度的变化中来表

现作品。《卜算子·咏梅》这首作品，在音乐曲式的设计上，作

曲家孙玄龄先生突破了原有京剧结构要求，在符合传统京剧

风格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曲式及唱腔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全

曲以诗词表达的内容为根本确定唱段的基调与风格，坚毅、乐

观而不失华丽、豪放。为了体现戏曲音乐的段落感，作曲家将

上下两阕共44字的诗词划分为三个段落，分别为第一部分散

板、快板，第二部分原板，第三部分陕板、散板使全曲统一。

对于京剧伴奏而言，众所周知，在戏曲音乐发展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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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伴奏始终是对戏曲唱腔最有力的支撑，伴奏形式、伴奏乐

器灵活多样，它与唱腔、演唱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悠久

的发展过程中，京剧伴奏已形成极有规律的表现手法和伴奏

形式，尤其对不同板式而言，伴奏对节奏、速度、情绪、气氛等

方面的要求也截然不同。因此，在这些板式变化、连接的过程

中，钢琴伴奏者对于不同板式特点、风格的准确把握是诠释好

作品的基本要求。钢琴伴奏应尽可能的还原京剧伴奏的规模

及特点，使钢琴伴奏一方面能保留传统京剧伴奏的伴奏功能，

即从京剧伴奏的节奏、节拍、演奏技法、形式等方面将其转换

为钢琴音乐语言进行模仿；另一方面，根据钢琴乐器自身音

响、音色、表现力等特点，进一步深层次挖掘伴奏留给钢琴展

现其音乐的空间，尤其在音乐表现、对歌者的烘托、陪衬、引领

等方面对歌者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将西洋音

乐中规范在节奏、速度、时值中的音符灵活、准确的转换为自

己民族戏曲音乐中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表现戏曲音乐的精

髓。在音乐的段落上，作品分为三个部分。

(一)摇板与快板构成的第一部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词的起句气势昂扬，以凌云

之势描绘时间的更替，展现诗人的胸襟和气魄。在伴奏的记

谱上尽管没有直接以散板的方式记谱，将音符固定其按照时

值且划分小节，但从演奏提示“随意一些、如散板”及曲调特征

上分析，这两个乐句的实质是典型的散板乐句。散板，在节

奏、速度的把握上是戏曲板式中较难的一种特殊板式，由于其

打破了强弱规则相互交替的节拍制约，而是将音乐融入到根

据歌曲情绪表达的需要而变换音乐的快慢、松紧、长短、伸缩，

例2

另外，这段伴奏在编配上模仿京胡效果，钢琴起到咬紧速

度、跟住唱腔的主要作用。钢琴伴奏的右手是以积极地跟住

演唱的唱腔为主，为避免伴奏音乐的单调，在旋律内声部附以

四度、六度、八度支撑，长音时增添过渡补充音以保持节奏动

感。在演奏上注意旋律性的表现，音乐不仅是陕，还应体现旋

律的连贯与叠进，与歌者在音乐的发展、音色的表达上相融

合；伴奏中，左手是配合旋律变换和弦，通过低音强化节奏速

度、体现快板重音。在演奏过程中，注意远距离半分解和弦弹

奏的准确性，尤其是”犹有花枝俏”第二次出现时(29-46小节)，

在”花枝”处，八度分解和弦持续上行时对唱腔长音应给予有

力的支撑，起到推进作用，以连接"f肖”的拖腔。

(二)原板构成的第二部分

这部分唱腔的歌词是诗词中的下阕——“俏也不争春，只

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其中描写经历过

严寒仍能傲然开放的梅花，是那向人间报春的使者，当春天的

温暖来临山花烂漫时，梅花隐藏在美景之中，共同分享春天的

从而使散板乐旬或段落具有较大的张力、幅度与动力。这里

所分析的两个散板乐句是具有紧打慢唱特点的摇板乐句，从

情绪表现上看具有抒情性功能。

从钢琴伴奏谱面上看，演唱旋律声部宽广流畅，伴奏音符

密集循环，以64分音符为主，在统一的速度进行中，伴奏节奏

的”短时值”与演唱节奏的“长时值”形成强烈的反差，二者相

互交织，形成很大的反差。通过曲谱可以看出，钢琴的右手声

部在乐句开始与歌者同步展现旋律，八度要弹奏得较为华美

流畅以配合展现唱腔特点，钢琴的左手声部则自始至终流动

顺畅、连贯清晰的演奏伴奏织体。这里对钢琴技术的要求较

为严格，对于单手或双手同时演奏“分音符的伴奏形式，整

齐、清晰富有律动的同时，力度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紧拉

慢唱本身不是强调伴奏的旋律，而是应给予歌者鲜明的节奏

动感，因此，这段伴奏在音乐上即不能浑浊混乱，也不能生硬

死板，结合谱面给出的表情记号(重音、保持音、连线)、力度变

化提示，抓住重要音及骨干音托住唱腔，使摇板演绎得生动而

富有活力。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一句，词义上理解为梅花

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仍能不畏严寒、艳丽盛开，“俏”

字又为脱俗的梅花增添了一丝灵性。在音乐上，尤其配以节

拍转入l／4的快板情绪，与之前的紧拉慢唱形成鲜明对比，使

音乐灵动赋予自豪感，突显京剧的精气神儿。京剧中，快板的

特点是节奏轻决、有板无眼、音乐紧凑有力，切字多叙事性强。

因此在伴奏的把握上，从过门(见谱例2)第17小节开始时起

拍就应速度鲜明稳定，棱角清晰，在重音的表现上富于顿挫感。

喜悦。这里以花喻人，形容一批批甘于奉献的共产党人抛头

颅、洒热血，在一次次战胜困难并取得胜利时，奉献在前享受

在后的高贵品格。这一段作曲家借鉴性的采用了传统京剧中

原板的中速。音乐从容舒展，速度适中，叙事与抒情兼而有之。

第47小节至54小节是连接第一、第二部分的过门部分，

在这里包括快板与原板两种板式的转换。过门的前四小节沿

用拖腔的2／4拍是上一段落快板的延续，应激情昂扬地掀起

音乐情绪、积极坚定。右手旋律以固定音型三次重复发展，左

手则流畅推动配合旋律的节奏感。之后伴随一拍强调将音乐

拉宽，进入原板速度，旋律转为左手深沉浓重表达，右手加以

陪衬，最后曲调一转，似京胡的清新委婉转为4／4节拍引入唱

腔。在过门的弹奏中，首先注意快板部分对之前整个一个段

落起到情绪巩固与推进作用，演奏中应展现该曲旋律的大气

与钢琴伴奏乐器的辉煌色彩；其次，对于原板部5-J"，利用过渡

拍将音乐在弹奏音色上给予转换，使音乐连贯而抒情化，不仅

在速度方面，在语气、情绪、呼吸、风格上也应做到准确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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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歌者进入得自然、亲切。同时，在音乐起伏的设计上，快板

部分应扬起音乐的情绪与气氛，热情奔放，钢琴从伴奏转为主

奏，在唱腔进^、之前两小节则弱化强度，确保音乐的清晰流动，

转为”伴”的功能。

在唱腔进入的原板部分，伴奏首先要突出传统京剧伴奏

中的伴奏对唱腔极为细腻妥帖的衬托和辅助作用，伴奏的气

口、呼吸与歌者同步，在唱腔乐句之间的空隙处伴奏又能很好

的补充衔接。与此同时，结合现代京剧的发展特点，伴奏手法、

伴奏效果较以往都有深度的拓展，在伴随、伴唱的基础上，伴

奏更能在音乐形象塑造、作品感情深度挖掘、气氛加强等方面

同歌者一起起到积极作用。这一段落中，钢琴在第一乐句的

五个小节中，音乐婉转细腻，陪衬唱腔平铺直叙，弹奏中注意

音色的柔和；第二乐句的四个小节，音乐有所起伏与加强，音

乐紧凑且弹奏的强度有所推进，左手低音八度持续下行增强

音乐的张力；最后一个乐句词义是前—句的重复，音乐加以强

调并形成这一段落的高潮，钢琴右手旋律以八度和弦为主，音

响效果极为丰盈体现钢琴丰富的表现力，演奏上应与歌者一

气呵成，使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三)快板与散板结合的第三部分

从第69小节至结尾是作品的第三部分，采用快板的板式

展开以散板乐句结束。从词义上是对第二段落的重复，在该

曲的音乐结构与发展上看，作品体现京剧“散——慢——中

—一卜散”的唱腔板式连接形式。唱腔在两个板式连接
处没有拖腔、过门，与前一段落紧凑连接，因此在进入处慢起

渐快，伴奏与唱腔要保持一致，体现音乐的顿挫感，之后咬紧

节奏在确保节奏不松懈的同时，按乐句表现句子的连贯，注意

与唱腔气口的统一。钢琴在唱段进行中，右手在高音区用清

晰明亮的音色配以演唱，与唱腔的旋律进出同步，强弱同步，

松紧一致。尤其在音乐情绪发展的配合上，通过伴奏厚度的

不断加深，音乐逐步推向高潮。在最后一个乐句“待到山花烂

漫时”，音乐逐渐拉宽，在第102小节处有一空拍是留给伴奏

表现的，虽只是—个四分音符的柱式和弦，却要在低音区弹得

沉稳坚毅，使用延音踏板让声音留有空间，给歌者也做出充分

的演唱准备。结尾乐句采用散板的板式，与引子中的摇板形

成首尾呼应。在尾句，伴奏应充分发挥钢琴的交响性，通过力

度的推进与节奏的把握在气氛的营造与情绪的烘托匕做到张

弛有度，尤其在结束音的推动上双手协调一致在高潮中与歌

者同时结束将作品推向高潮。

四、作品钢琴伴奏与唱腔相结合的特征

与演奏特点分析

唱腔概括性的说就是戏曲中唱出来的曲调，可分为抒情

性唱腔、叙事性唱腔和戏剧性唱腔。在传统戏曲的伴奏中，伴

奏乐器由吹奏类、弓弦类、弹拨类乐器及打击乐组成，唱腔进

行中根据不同场景、表达情绪在伴奏乐器的组合编制上也有

变化，形成了较为固定与成熟的模式，与唱腔之间形成非常密

切、细腻的关系。

因此当钢琴为京剧唱腔伴奏时，首先是对原有乐队伴奏

功能的保留。将各种乐器的标志性特点，如：节奏特点、旋法

特点、音效特点等，这些因素是表现京剧典型符号、体现风格

的核心，在演奏中予以突出；其次，钢琴伴奏在表现手法上会

结合乐器特点做出符合钢琴表现力的艺术化处理和再现。充

分挖掘钢琴触键方式、奏法、音色、力度层次、节奏性模仿等方

面的表现，在整体上统一音乐风格且通过展现钢琴自身技法、

音效特点及体现钢琴的”交响性“特征，最终达到中西合璧的

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民族音乐的神韵。

”托腔保调”是伴奏最为基本又经常使用的伴奏手法，即

伴奏与唱腔同音齐奏、同步相随。伴奏与唱腔旋律或者完全

一致大量的篇幅采用了这种写法。这样的在演奏上尽量使钢

琴音乐连贯优美(见谱例3)，模仿京胡的刚柔相济、弹性化节

奏，触键要连要深，避免颗粒性的断点，以此丰富唱腔的色调，

与唱腔水乳交融、融为一体。

例3。萨乖手雾萋事器季5耱季番霉孵i函雾譬岸髫篷举
在唱腔情绪、速度转换处，伴奏应发挥“引领”的作用。“俏”

字(见谱例4)是该乐句在结尾处的拖腔，共七个小节，在音乐

的进行中速度从—开始就与前面唱腔形成对比性展开，伴奏

在节奏上似打击乐的节奏应稳定，引领歌者在之后进一步速

度调整中进入准确、演唱充分。

叭 靼}岩兰≥童星≤芸兰重李墨}擎=兰皇爹茎蓬兰ij兰三蹇

{篓霉蒸一(甄丰霉导兰三尊莲舄葛誊羹匡型嚣鹾囊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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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唱腔空白处，伴奏发挥“补”的作用。原板段落(见谱例

5)在乐句进行中音乐有休止的节拍，伴奏积极的衔接很重要，

例5

它似一条线将音乐连贯、充实，在演奏中注意与唱腔在音乐色

彩的统一。

(}争嘭葛孬蛙。譬肇坠擎莲善肇鍪
{ _1 m‘。·可。‘可_rT_m一 ‘C禹垂甓≤笋喾亭等掣辈姥噻蹩。

- ●‘

不同乐器在不同板式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唱腔是依附

于板式的基础之上存在的，对于板式而言在节奏、速度、情绪

等整体表现上是较为固定统一的，然而对于在唱腔进行中具

体细节的表达，如乐句的气口设计、逻辑重音的确定、音乐的

呼吸感觉等却有相对自由的处理空间。这一点是伴奏的灵

魂，是京剧艺术独特韵味的表现，也是我国戏曲音乐的精髓。

因此，对于京剧伴奏而言，在整体上既要保持与唱腔的和谐统

一，在细节上又不能拘泥于唱腔的每字每音，把握表现的尺

度，给歌者从神韵上留有音乐的伸缩及提示，使音乐不被节

奏、音符所束缚。

结语

钢琴为京剧进行伴奏这一形式形成于I--_世纪60年代，演

唱唱段从作曲到伴奏编配等各方面较之以往都是创新I生的变

革。在当时这二者的配合是开创性的，经过时间的推进，这一

形式的发展逐渐成熟并成为一种创作趋势，目前采用这一手

法创作的作品数量增多，作为钢琴伴奏掌握这种作品的伴奏

风格及特点显得尤为重要。

在京剧中钢琴伴奏不仅是伴随唱腔起陪衬作用，在伴奏

中也利用乐器自身音色、表现特点从声音效果上挖掘演奏手

法与唱腔形成对比}生音乐，从而突出戏曲音乐的戏剧性矛盾

冲突，加深人物形象的刻画。另外，唱腔通过唱词被人们理

解，伴奏作为没有文字的纯音乐，却能通过乐器音色的模仿、

演奏方法的变化营造出唱腔所需要的各种场景，以音乐的方

式勾勒表现内容的画面，这些对于唱腔而言这是极为需要和

必要、不可替代的，以此填充作品的丰富性使各个段落连贯统

一。因此，伴奏的渲染、强化、补充作用也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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