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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歌曲《贵妃醉酒》 的旋律创作与演唱研究

李霞

摘要：在当代戏曲风格的声乐作品中，由王晓岭作词、张卓娅、王祖皆作曲的《责妃醉酒》可以说与众不同，这主要

表现在旋律行腔过程中虽然明显汲取了京剧唱腔的元素，但是其原创成分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他同类作品。同时，这种对戏曲

元素的融入过程更多是通过一种内在的“化合”来实现的．并非简单地通过一些现有的音调进行改编性质的创作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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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的历程中，对于声乐创作和演唱中要积极融合中国传统声乐艺术(民歌、戏曲、说唱等)的主

张和要求，其实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当代民族声乐发展中的另一个方面一一艺术歌曲创作与演唱，形成

一种规模地对戏曲文化进行融合的现象则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也就是新时期的创作现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

国的戏曲风格的声乐作品遍及了专业创作领域和大众性的创作领域，以此弘扬民族戏曲文化与繁荣时代文化已蔚然成风，比

如《木兰从军》、《王昭君》、《孟姜女》、《前门情思大碗茶》、《唱脸谱》等等，这些作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们的积极意

义在于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效地弘扬了中国的戏曲文化。而《贵妃醉酒》则是其中艺术成就比较高

的一首，下文将从这部作品的旋律进行、唱腔神韵及演唱来进行较为详实的论述。

一、委婉动人的旋律进行

对于歌曲的创作而言，旋律的写作无疑是核心的，旋律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艺术质量。在这部作品中，旋律的创作

可谓精益求精，独树一帜。总体上讲，旋律绵延起伏，九转千回，线条清晰，委婉优雅，细腻哀怨。这种进行中显然吸纳了

京戏旦角唱腔的艺术，对比京戏《贵妃醉酒》中的经典唱段可知，两者在旋律进行中均追求千回百转、委婉流畅的艺术效果，

但是，所不同的是新作在节奏和结构方面的强调现代声乐化，也即追求歌曲化，使得两者更加规整、对称。如谱例i：

华清 池水 余 温 在． 霓裳 羽表 舞 难 随．

今宵 梦回 谁解其中味． 又饮 了迭一杯 醉 醉醉

通过谱例I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这是一个第四句进行了扩充的10小节(2+2+2+4)的乐段结构，

但是在节奏上四句均是在强化了一个大的切分节奏和稠密的流畅音型，也即四句的内部结构是一样，而且在本质上(去掉第

四句的拖腔)也是方整对称的；其次在还可以分为两个大的乐句，也即前四小节为一句，后六小节(主要看这一句的前四小

节)为一句，其根据是第一句与第二句的前四小节的旋律线是相同的，也即前后两句的关系是平行的关系，更何况第一句的

尾音正是调式的属音(也即a羽调式的属音e)，而后句的尾音恰是调式的主音，这种属一主的呼应是歌曲旋律创作中的典型

模式，因而在这里更加合理的句式应是两句；再次是关于旋法，在上述旋律中，直线与曲线既独立又融合，比如从第一小节

的gl到92(上行)以及第--11,节中从第四个音e2到el(下行)的过程就是直线式的，在这一个八度中没有任何回旋的“直

冲”式上行和下行，具有较强的情感表达，这两个进行是独立的，还需要提出的是，上行的直线式进行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

酿，而下行的直线式进行则只有不足一拍半的时问。而曲线的设计比如3-4小节，期间并无长时问的直线式进行，而是不停

地在曲线中“徘徊”，给人以婉转悠长的感觉。但是再从第一句的整体上来看，则是直线式与曲线式相结合的完美呈现。

二、京腔神韵的唯美流露

正如上文所讲过的那样，这是一首戏曲风格的声乐作品，而这里的戏韵正是汲取了京剧旦角唱腔的韵味。在《贵妃醉酒》

的经典唱段《海岛冰轮初转腾》中，声若纤丝，轻盈柔弱，妩媚悠怨，又有梨花带雨的娇嗔，令人可怜。而且这部作品中，

声腔除了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外，同时也间或了更多幽怨感慨，这正是将现代人的感受观点融入到作品中去了，大胆揭露

封建社会中爱情的不公，以及对美好的爱情的无限向往。具体到作品中的声韵表达，我们依然可以参照谱例1中第二句的拖

腔。

在这两小节的拖腔中，既有戏曲拖腔的神韵，又有现代原创风格的婉转。比如其中五声性的偏音与回旋下行的旋法，均

透漏出较强的戏曲韵味，另外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醉”字的滑腔，这个滑腔的设计正是强化了中国传统声乐(尤其是戏曲

唱腔)中“腔化”特征的独特与魅力。而现代原创风格的进行则是体现在歌谣性的五声性进行中，就比如在这个下行的曲线

式进行中，第--d'节中的最后两拍及与下一小节之间的连接进行中，均显示出了歌谣性的五声韵律，这显然具有鲜明的作曲

家个人的创作风格。

声韵的第二个方面则是表现在节奏上，这首作品的节奏设计是建立在戏曲板式变化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这首作品除了

汲取京剧唱腔音调的特征之外，也积极融入了戏曲板式变化的因素。比如上述谱例1在节奏上更多是采用了戏曲原板的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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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说来这部作品在板式变化上并不丰富，比如原板之后紧接着就是类似流水板(虽然在记谱方面是4／4拍)的效果，情

绪骤然紧张起来。如谱例2所示：

燕只燕鸳鸯蜮水成双对． 叹只嗄能

蒂雨相思 泪。 税什么荤串．

在这段旋律中，作曲家首先设计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钢琴前奏和伴奏，是一种不需要进过任何过渡直接进入突快的过程，

也即从每分钟50拍的速度一下子转换到了135的速度，钢琴的强奏犹如京剧的乱锤，紧张而慌乱，声腔则是松紧结合，极

富戏剧化效果。这种戏剧性效果在通常的创作性歌曲中不常见的，只有结合戏曲板式的变化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效果，这种声

韵的效果与前者的柔美风格显然形成巨大的落差。还需要提及的是，除了在旋律进行上形成了情绪的高涨之外，还有在节奏

设计上作曲家在每个句子的开头运用了“闪板”(强位休止的弱起)效果，更富艺术感染力。

三、声韵细节的腔化演绎

现代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民歌、戏曲、说唱，它是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与西欧声乐文化完美结合的成果。

相对于传统声乐艺术，更具科学性和时代精神，从解放前的四十年代起，一大批老革命根据地的声乐表演艺术家们为了使他

(她)们声乐美学更加适合当时群众的审美习惯，他(她)们积极从中国传统民歌、戏曲、说唱汲取营养，来适度调整自己

的歌唱方法，于是就“研制”除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独树一帜的“戏歌”唱法，这种声音非常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

直到今天，这种唱法依然受到青睐，比如这首作品的演唱就比较适合用“戏歌”的唱法。不过，此“戏歌”己非彼“戏歌”，

今天的“戏歌”唱法与上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的老一辈声乐表演艺术家们的“戏歌”唱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西洋美声

唱法虽然在专业音乐院校(不过当时中国也只有上海国立音乐院、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和南京国立音乐院)极力提倡，但

是在群众中间还远没有产生影响，尤其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因此，当时的“戏歌”唱法中更多的发声方法是靠近中国传统戏

曲唱腔的，风格更加贴近群众；但时至今日，“戏歌”作品更加丰富，但是在发声方面却与之前不同，歌唱家们更加注重发

声的“科学性”，更多的是在西洋美声唱法的基础上，积极融入传统戏曲唱腔的因素，使得原本的“科学”发声法散发出民

族风格的味道。简言之，两种“戏歌”唱法的不同正是在于戏曲唱腔与西洋美声两种因素的所占的比例不同而产生的。再看

艺术歌曲《贵妃醉酒》，其声音美学追求显然是站在当前民族声乐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所有演唱这部作品的演唱家

们也都是采用“科学”的“戏歌”唱法。

谈论有关唱法的问题，我们再来简析这部作品的情感基调，只因这部作品描绘的是杨贵妃因为唐明皇爽约而心生哀怨，

举酒消愁而引发醉态，由心而发的情感抒发，由于内容表达所致，音乐结构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并列的三段式，从情绪展开的

顺序看则是略带幽怨地叙述描绘、情绪激昂地抒发情感、憧憬与失落，因而整体的情感基调因该是以哀怨为主线的。

在演唱处理上，第一段是为之后的两段做铺垫的，首先在速度节奏上要稳住，要尽情展现昏昏欲眠中开始逐渐产生“哀

怨”情绪的缘由交代，陈述中要略带醉态，声音要控制，腔韵要细腻；到了第二段时，要有足够的爆发力，畅抒心中“怨气”，

某些地方甚至要略带哭腔的感觉，比如在“举案齐眉”之后的“醉”字中，总之，这一段的演唱要深刻入戏，稳拽气息，运

用横膈膜的力量把这段唱开；第三段的演唱显然是在第二段情绪的基础上进行，但是要有憧憬之情，略带兴奋，最后如初梦

方醒，又陷入悲痛的失落。

在演唱这部作品时，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在歌词中多次出现了“醉”这个字，关键是几乎每次出现所蕴含的情感表达

都不一样，比如引子中连续出现了三个“醉”的韵白，此时要运用滑腔，气息要控制好，特别是第三个“醉”要用小甩腔抛

出；第一段末尾的三个“醉”要逐字升华，多用胸声运动带动拖腔，要突出无奈之情，并尽可能符合京腔韵味；第二段的三

个“醉”则是分散到三个句子中，依然要逐字加强，逐渐醉不成态，到第三个“醉”时几乎要哭诉出来；第三段的几个“醉”

几乎囊括了杨贵妃一生中所有的无奈、悲愤、惆怅、憧憬、失落，发声要全部甩出去，要注意协调好三大共鸣腔体，做到声
断气不断，流畅连贯。

必须强调的是，这部作品是众多戏歌当中较为优秀的一首，这不仅仅表现在词曲创作的别出心裁，更重要的是在曲韵的

表达方式更加的内在，或者说，这首歌曲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艺术歌曲的创作，同时对演唱这部作品的演唱者也提出了新的

挑战，在艺术追求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期待着有更多这样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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