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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钢琴与京剧，一个源自西方，一个
扎根于东方，一个带有浓重的现代气息，一个
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样两种看似风马牛不
相及的艺术形式，一旦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呢？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就进行了
相关的尝试，并创作出了钢琴伴奏《红灯记》
这样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让世人感受到了钢
琴伴奏京剧的别样魅力，对钢琴和京剧的发展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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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功案例——钢琴伴唱《红灯记》
京剧称之为国粹，它体现了中国人高雅、内敛、持重

的品格。它那鲜艳的民族特色、高深的唱词，婉转悠长的
旋律是它具有极高的美学成就，成为代表中华民族音乐文
化形式的重要符号。但京剧的唱词和曲调并不似流行音乐
一样浅显易懂，使人们对它的初印象就不感兴趣。京剧演
唱家不可能像流行歌手一样开万人演唱会、举办大型签名
会，使得京剧少了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将钢琴作为京剧的
伴奏乐器开始于现代京剧《红灯记》，这一次成功的尝试成
就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该作品是殷承宗根据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所改编的，
通过“伴唱”的，既保留了原有京剧唱腔的旋律，又以西
方作曲技法为载体，巧妙地运用钢琴的不同织体、节拍模
仿京剧中胡琴的“弓法”和“指法”，成为很多华人演奏家
在国内外演出的经典曲目。钢琴伴唱《红灯记》在文化大
革命时挽救了中国的钢琴艺术，本文将钢琴伴唱中的不同
唱段和样板戏《红灯记》中京胡的演奏技法和板式特征进
行对比，对钢琴伴唱《红灯记》的钢琴伴奏织体和节奏节
拍进行分析，归纳钢琴的演奏技法，总结了钢琴伴唱《红
灯记》的教学意义，希望在演奏和教学上对今后钢琴演奏
戏曲音乐有一定帮助。

二、音乐处理——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钢琴和京剧，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旦相遇

定会发生一定的碰撞和摩擦，要将二者融合在一起，且不
失其本来的韵味，并非一件易事。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在保
持各自特点的基础上作一些恰当的处理，取长补短，才能
将两种艺术形式完美地拼接在一起。接下来，笔者就以钢
琴伴奏的《红灯记》为例，简单谈一谈钢琴伴奏京剧在音
乐上须作出哪些处理。

1、对前奏和过门部分进行删增处理。与京剧相比，
钢琴伴奏的作品主要以“清唱”的形式为主，无法通过动
作表演和对话来对故事情节进行渲染，戏剧的张力主要依
靠音乐本身的魅力来体现。为了增强钢琴的表现力，彰显
钢琴自身的优势，在钢琴伴奏京剧时应该对原有唱段的前
奏和过门部分进行一些适当的处理，这一点在钢琴伴唱的
《红灯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在部分唱段前面增加了前奏，或者在原有的前
奏基础上作了一些处理。如《红灯记》中铁梅的一段唱词《做
人要做这样的人》，原有的前奏极其简单，无法烘托出铁梅
的心理活动和思考的气氛，为此，在创作过程中特意将上
一段音乐“说红灯音乐”的最后 10 小节放在了这一段的
前奏部分，为唱段的内容作了有效的铺垫，之后又接上了
原来的 4 小节前奏；又如李玉和所唱的《雄心壮志冲云天》，
这是李玉和在遭受了严酷的刑罚并即将被押上刑场时所唱
的一段唱词，在用钢琴伴奏时对前奏的前部和中部进行了

一定的修改 ：在开始处，为营造出主人公庄严、沉重的心
理，减缓了速度，又放宽了节奏，同时，在低八度处增添
了 4 小节感情沉重的和弦 ；对前奏中部进行了小幅度的删
减，另外，为了表现出李玉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和顽强的革
命斗志，将快速而沉重的和弦部分用左手弹奏，而双手则
弹奏连续的上弦分解和弦以及不谐和弦的同音反复部分，
并使弹奏的力度逐渐由弱变强。

其次，对原有唱段的过门和尾奏部分也进行了恰当的
艺术处理。还是以李玉和的《雄心壮志冲云天》为例，在
旧有的唱段中，是主人公先于幕后唱“二黄导板”，继而在
台边短暂的亮相，然后再“蹉步”来到台前，接着唱“回
龙”，其间的过门伴奏持续近 14 个小节 ；而在钢琴伴奏的
乐曲中，由于表现方式的不同，删除了原来的“蹉步”部
分，“二黄导板”和“回龙”之间器乐的 14 小节过门伴奏
被缩减至 5 小节的钢琴伴奏，接着以“回龙”部分前面的
鼓点来点缀。另外，出于唱段的整体性考虑，钢琴伴奏时
为有些唱段增添或延长了尾奏。例如，对于《都有一颗红
亮的心》和《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这两个唱段，都在结尾
处补充了一个小小的尾奏，保持了唱段的完整和统一。

2、有效利用多声配置和钢琴织体。原有的京剧唱腔
伴奏乐器主要是传统的“三大件”，属于单声部乐器。而钢
琴作为一种多声乐器，则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效果，在用
钢琴伴奏京剧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发挥钢琴的这一特点，
利用钢琴织体，将其有效地表现出来，充分展现出乐曲的
表现力。在这出全新的《红灯记》中，多生配置主要通过
主调和声来表现，而钢琴织体的整体构思则是以替换原有
的“三大件”的京腔伴奏为出发点的。出于这种考虑，在
钢琴的右手织体中，只要是唱腔伴奏部分，都保持着原有
的京胡伴奏的音型和特点，间或利用八度或恰当的和弦来
烘托。另外，每一小节的开头部分都选择和弦伴奏，充分
发挥了其多声的优势，同时对拖腔和休止部分作了一些改
动。为了避免钢琴伴奏吸引过多的注意力，以致喧宾夺主，
在演奏时，钢琴的力度要略低于唱腔。而在左手织体中则
有相对较大的发挥空间，可以依据具体的唱腔和板式的表
达需要灵活地选用诸如音程、八度震音、柱式和弦、和弦
分解琶音、双手交替滚奏、大跳等不同的演奏技巧来表达
感情，渲染气氛。

三、结语
总之，寻找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也就是将钢琴

音乐“中国化”，是钢琴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钢琴伴
奏《红灯记》恰恰为其指明了一个方向。当然，任何一种
新事物的产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只有经得起时间洗礼
的艺术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钢琴伴奏现代京剧这条道
路上有鲜花，也有荆棘，能否走得更远，还需要无数艺术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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