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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五场李铁梅唱段 做人要做这样 

的人 
西皮散板过门，由双簧与单簧管八度叠置奏出， 

中提 、大提长音和声。琵琶、大阮爬音由疏到密渐进 

入小提l小提2由弦乐组保持背景和声 ，在唱词 (灯) 

的拖腔后 ，由三大件京胡、京二、京月琴和琵琶、长 

笛 、单簧奏出过 门这种混合式 的八度 ，长笛十三大 

件、单簧十琵琶的八度，使尖噪的音响得到软化，从 

进入原板开始基本 由弦乐跟腔到唱词 (险)后，由于 

节奏的变化 ，这时弦乐的拨奏筒化突出了三大件 ，而 

后的过门由乐队长笛单簧引入乐队全奏式 ，这种三大 

件与乐队的交替对 比，乐队织体层的逐渐加厚 ，突出 

了本剧种的伴奏乐器 ，又形成 了与管弦乐队的音色音 

响变化。更关键是为了唱词和剧情的需要 ，唱词 (为 

的是救中国救穷人)这是全唱段的核心 ，这时的乐队 

不且是全奏式 ，而且织体层的密集与加厚音区拉宽 ， 

小提 蛐艮腔八度 ，琵琶、大阮、长笛 、双簧、单簧双 

八度 ，全乐队在包着唱腔形成音响上的高潮，而后由 

于唱腔旋律的下行从唱词 (我想到)旋律基于平稳 ， 

这时小提l、2跟腔琵琶、大阮、中提分解和弦进行大 

提琴低音提琴、每小节重拍的拨奏，和前面的全奏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京剧乐器三大件并未跟腔 

这和传统的京剧形成了极大的差别，完全突破了传统 

戏曲的伴奏模式。最后在全唱腔的结束句 中由于是散 

扳拖腔在唱词 (八百斤)乐队采用板鼓式节奏结束全 

唱段 。 

=、李铁梅唱腔 (仇恨入心要发芽) 
扳式结构，前奏，西皮导扳 ，快三眼，二六，快 

板 ，散板 。 

西皮过门快A，升F、E、D，四个短促的强奏下 

行音型气 口，G长音fiB气 口，A旋律到A气 口，G长 

音引入唱词。用气 口分断的简短三组音型中，第一 

组；从A到D纯五度下行。第二组 ；从G~IBt],六度下 

行。第三组 ；在A音上环绕进入G音。从节奏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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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长的结合 ，从旋律走向下五下六的进行 ，表现出李 

铁梅仇恨 的心情动态 ，可以看出G是这段的主音 ，但 

从四组旋律中的和声因素，第一组属功能。第二组不 

稳定的主功能。第三组属功能。第四组完全稳定的主 

功能。虽然等二组落在主音上为什么是不稳定，这是 

由于节奏律动所宪制。 

配器手法 ：乐器使用上 ，开头四个音由乐队全奏 

式，弦乐组小提l双音 ，2提三音 ，中提三音 ，大提双 

音和声木管组双八度 ，长笛十双簧，单簧十大管 ，铜 

管组双八度，小号十园号十长号 ，这种强有力的全奏 

支撑着旋律的展开进行 ，下旬 由弦乐组和京剧三大件 

旋律引出旋律并和前句形成对 比。 这种丰满强烈的 

音响表现出铁仇恨的情感。 

从唱词 (提起敌寇 )乐队振音和声 ，紧接木管组 

三十六分音的爬音过门全奏 ，唱词 (心肺炸)乐队弦 

乐与京三大件和民乐 ，采用强点节奏进入拖腔，引入 

乐 队的渐强全奏接打击乐，京剧锣鼓点进入唱腔。筒 

单的七个唱词，但在乐 队和声布局织体层的厚薄作了 

精心的安排 ，和声从属到下主六级，织体从薄厚 ，薄 

厚 ，从织体律动上采用添置法 ，点线结合 ，突出了唱 

腔又兼顾了乐队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音响效果。 

进入节奏2／4快速过门 ，由乐 队全奏式奏出 ， 

从唱词 (强忍 )快三眼，乐队基本是跟腔随音 ，弦乐 

跟腔 ，在长音和过 门时 ，木管铜管添充鼓点式的节 

奏 ，这样突出了唱腔旋律又和乐队形成了对比，进入 

唱词 (咬住仇 )二六由于速度的加快乐队是点状式的 

伴奏模式，二对一每小节一个重音 ，进入快扳，除弦 

乐小提1，2随音重音外，乐队有规律地五小节，三小 

节 ，四小节添充音型进入快扳 ，由于更快 的1／4速 

度 ，添充节奏的音型逐渐紧缩，由间断性的五小节， 

三小节 ，变成一小节 ，最后完全跟腔点状式的重音全 

奏式结束全 曲。从板式结构散板 ，快三眼 ，二六 ，快 

板，散板 ，从慢到中快 ，到快 ，更快。慢这种节奏律 

动乐器的使用 ，也是遵循这个法则。包括织体采用了 

厚 、薄、梳、密的交替，并在乐器分配上基本是京剧 

三大件和民族乐器，管弦乐队的弦乐跟腔跟随音，木 

管组、铜管组作过门的全奏和添充声部，这种安排 ， 

至突出了唱腔旋律，又发挥了管弦乐队的立体音响效 

果。在 (仇)唱腔中，民族乐器哨呐的大段跟腔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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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到位 因，哨呐的音色特点 ，演奏 技术和表现 

力 ，正符合该唱腔 的情感要求。 

三 智取威虎山第三场常宝唱段 只盼 

着深山出太阳》 
曲式结构分析 

翅 黪 帮 寸 
定誓 | “ 套 

前奏、过门、反 二黄导 板 ，快 三眼 ，原板慢 一 

倍 ，垛扳。 

调 式调性 (1)前 奏B徵调 、 (2)过 门反二黄 

导板、从词 (八年至降)E宫 、 (3)过门羽调式 、 

(4)快 三 眼从词 (座 三至娘 )拖腔 官羽徵游 移 、 

(5)从 词 (夹至身亡 )E宫、 (6)E官 、 (7)E 

宫、 (8)宫徵、 (9)原板快一倍宫羽游移 、 (10) 

E宫、 (11)垛扳E宫微游移 、 (12)E宫 、 (13)B 

徵E宫。 

常宝念白 (爹⋯⋯)音乐在升G长音 ，停顿在升 

F，这种人声与乐队摇相呼应 ，是戏 曲音乐常用的表 

现手段。音乐开始音是E宫的角音 ，与念 白的落音相 

接，由于这个因素 ，音乐开始并没有采用主和弦，而 

是属音上 的重属和 弦，京剧三大件 、板胡 、琵琶 、 

笙、西洋木管组和弦乐组的全奏式强奏 ，把常宝八年 

来的苦诉离别的心情 ，渲染到了一定程度，这种表现 

形式，在传统戏 曲中近似乎叫板。 

第二小旬是弱起节奏 ，是常宝哭泣 中的述说情 

景 ，紧接乐 队再 次在升F升D上的长音全奏 ，使常宝 

悲痛愤怒的情绪再次暴发，而后 由弦乐组与三大件 、 

民乐 、由慢渐快 的固定音形 ，这是戏 曲音乐 中所固 

有的一种模 式。作为演员表演的背景音乐4小句是前 

面音型的拉长 ，升F、升D、升C、B、升A的下行音 

阶，完全融入采用了梆子腔体系中的哭腔旋律，并停 

在B徵音上 ，引入反二黄导板过 门。从唱词开始 1(八 

年前)2(风雪夜)3(大祸)4(从天 降)1(八 )从E宫宫音开 

始落到微音 。2(风)从微音开始落到角音 。3(大)从角 

音开始落到微音。4(从)从微音开始 落到E宫。图表 

宫一一微 ，微一一角，角一一微，微一一宫。从上看出这 

四句 中，每一后句的开始音是前句的落音 ，这是戏 曲 

唱腔 中所固有的规律性但在节奏律动和句子的长短 ， 

句与句之间的休止上 ，创作者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巧妙 

的安排 ，第一，二句句子长度基本相等 ，第三句短 ， 

第 四句更短 ，一拍气口，然后节奏拉长，旋律进行的 

方 向1下行2再下行3上行4再上行，在第一句后有三拍 

的乐队过 门添充，第二句 ，乐队长时间的节奏反复， 

第三句，短休止 ，第四句更短，这种小句中的休止长 

短和气口的运用 ，是戏 曲音乐散板中所特有的，区别 

于任何音乐的独道之处 ，休止的长短是依付于演员表 

达情绪的一个沿续点和充分表现演员表演的空间感 ， 

也是戏 曲中的心板。这种旋律和节奏的连贯与停顿 ， 

是戏曲音乐中更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也是有别 

于其它音乐的重要标记。 

配器手法 ：弦乐组以和声背景式的长音 ，依托 

着唱腔进行 ，紧接引入 乐队全奏式的快 三眼过 门， 

从唱词 (座三雕)唱腔呈示 出叙事性，较为传统的旋 

律，由于唱词的内容和演员表演情绪需要，乐队一般 

在过 门中采用全奏 式。固定扳式中 ，乐 队用背景和 

声 ，或分解式的支声 ，在较长的尾音 ，或散板拖腔 

中，添充板鼓式的和声织体 ，达到了脱腔保调效果。 

以上对 (红灯记)李铁梅 唱段 ，和(智取威虎山)常 

宝唱段进行 了作曲技术分析 ，但这并不能代表京剧音 

乐中整体的创作思维和技术运用 ，这只是戏 曲音乐创 

作的一个点 。以演员为主体和以演员为主要表现形式 

的戏曲音乐 ，在我国戏曲音乐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并 

形成了规模。戏曲音乐工作者 ，包括戏曲音乐作 曲家 

和所谓的圈外作曲家，在苦苦的追求、探索戏曲音乐 

发展 的新途径和新表现方式与内容。包括作曲大师郭 

文景201 1教育部专项音乐会非物质文化与原生态专场 

音乐会中提到， (以往作曲家总是把戏 曲或原生态 民 

歌中的一些片段或素材 ，拿来按照西洋作曲逻辑思维 

进行创作，而今天我们完全是一种原始版的曲目演员 

按照最传统的方法进行演唱和演奏要求作 曲家照这种 

模式进行创作配器 )这给我们特别是戏曲音乐创作者 

提出了一个新的指向，老戏新装。怎样用西洋作曲技 

术为传统戏曲服务也有待于作曲家共同探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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