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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宅门》里京剧音乐所产生的意义与启发
■许秋实/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浅析雅俗之乐
■王妍君/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摘要】电视剧《大宅门》是导演郭宝昌
根据其在同仁堂的多年生活经历进行改编的电
视剧，其故事发生在老北京，所以赵季平采用
了京剧为基础来进行配乐创作。在近年来国内
出现了大量的电视剧作品，随之而来的电视剧
音乐更是层出不穷，本文以《大宅门》中的音
乐为例，来发掘剧中音乐对于剧情、人物角色
刻画等的紧密联系，而例如曲牌、京剧节奏等
在本片中的使用更是显示了作曲家赵季平对于
配乐创作的独到之处，这对于我们在今后弘扬
传统文化方面有很大积极意义，证明了传统音
乐也适用于年轻的电视剧配乐，将有助于提高
国内作曲家们发扬传统音乐的热情，改善国内
电视剧音乐创作的环境。文章在这里从京剧的
基本元素入手，来阐释京剧音乐在本片内对于
剧情发展的推动以及人物刻画有何重要作用，
以及对未来的电视剧音乐创作我们应该从中取
得的一些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宅门》；京剧音乐；电视剧
音乐；赵季平；传统文化

在剧中赵季平采用京剧为基础来进行配乐创作。仔细

观察他的作品我们能发现，他特别善于发掘剧中的民族元

素来贴近剧作剧情，并且不单局限于只运用传统手法，又

糅杂了很多现代的音乐风格，例如运用了京剧交响乐，京

剧节奏配合剧情等等。
一、《大宅门》中的京剧音乐元素

京剧曲牌是京剧音乐中一个重要元素，在整个《大宅

门》配乐中，用了很多京剧的曲牌唱段来彰显人物的性格，

比如白景琦经常唱的《挑滑车》，展现出男主角豪迈的个

性，白玉婷与照片结婚时出现的《柳青娘》，表现了白玉

婷单恋的相思之苦，还有《双怕婆》、《战太平》等等曲牌，

这些后来都成为了剧中人物的一张名片，把人物的特点用

京剧的手法诉说给观众。

片中根据剧情变化，配乐锣鼓经也不停变换，例如四

击头，这种京剧音乐里最重要的一种亮身段的锣鼓经被普

遍的插入剧中重要人物出现的场景中。根据剧情变化的还

有乐器的不同使用，比如板鼓，这个乐队中的领奏乐器此

刻也起到了引导剧情的作用。其他的还有铙钹、木鱼、唢

呐等等也都有各自不同的伴奏效果。
二、以《大宅门》主题曲为例来解释现代京歌的意义

《大宅门》的片尾曲是本片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普

通大众平时生活中很少会接触京剧，但这首京歌一经推出就

受到普遍欢迎，也因为朗朗上口，有京剧的传统和现代流行

音乐的旋律性而让人们喜欢。此曲不同于我们以往常说的

京剧，是结合了现代配器、唱法等一系列改良后的京味歌曲。

本曲为 a b a 的曲式呈现给大家。在曲首以一连串的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各
种需求越来越高涨，音乐逐渐占据了人们的业
余时间，“音乐”中的“乐”一字本意是“音乐”，
后来被人们定义为“愉快”“高兴”“悦乐”，所
以“乐”一字就与人们的情感中的喜悦、快乐
和愉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古代社会的
漫长发展，逐渐出现“雅乐”与“俗乐”。

【关键词】雅乐；俗乐；音乐

一、“雅乐”与“俗乐”的概念

“雅乐”则主要是指用于郊社（祭祀天地）、宗庙（祭

祀祖先）、宫廷礼仪（朝会、燕贯、宾客）、乡射（统治

者宴飨、士庶代表人物）和军事大典等各个方面的音乐。

雅乐可以有狭义上的概念和广义上的概念两种，广义上

是指的“六代之乐”、“房中乐”、“诗乐”和“四夷”之

类的几种音乐，这些是雅乐中的典范，雅乐是具有阶级

属性的，统治阶级把雅乐作为正统音乐，以雅乐为内容

对统治阶级中的贵族子弟进行教育，通过对雅乐和乐舞

的学习，并以此作为手段来规范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

以此来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 , 雅

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份子，为中国的传统音乐提

供了一种宝贵的财富。

狭义中的雅乐中的“乐”是先王之乐，指社会中的正

统音乐，正统音乐中自然表露出肃穆、庄重、主流、正统

的特点，都符合礼乐制度的规范，与儒家的思想文化精神

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雅乐可以认为是“天地之和”，其

中“和”的思想为雅乐的核心精神，通过平和的雅乐来调

和人对物质追求的欲望，使生活得以安逸，社会更加稳定，

使内心宁静，达到高雅的生活境界。

所谓的“俗乐”，是与雅乐则是相对立的，不受统治

阶级所推崇的，热情奔放的一种音乐，广泛的流行于民间，

在民间中自发产生的，是平民百姓自己的一种音乐，处于

被统治阶级中所流行的音乐，在统治阶层中和文人音乐家

中是被受排斥的一种音乐，它有泛称和特称两种，“俗乐”

的泛称是指古代的各种流行于民间的一种音乐，也被称为

“世俗之乐”，与雅乐中所说的“先王之乐”是对立的。

特称下的“俗乐”是指在宫廷宴飨活动时所演奏的一种音

乐，也叫做“燕乐”、“宴乐”，在宫廷中举办宴会的时候

所播放的音乐，供王公大臣们娱乐欣赏。最典型的俗乐那

就是孔子所指出的“郑卫之音”“靡靡之音”。

二、“雅乐”和“俗乐”的兴起

“乐”的发展则会受所处的社会的历史时期、阶级的

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乐”的发展与进步。音乐一开

始是没有雅俗两种层次的划分的，当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板鼓开始，速度为 58，曲子在这部分显得深沉大气，主

要用京剧乐器京胡来伴奏，低音提琴铺底，唱法上引用了

京剧的拖腔，间奏用锣鼓经代替。        

这首京歌巧妙的将中西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虽

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京剧，但是却具有基本的京剧音乐元

素，京剧的几大配器 ：京胡、锣鼓、铙钹等一应俱全，

甚至在其中还有过门的锣鼓经，像这种京歌的曲子还有很

多，例如《唱脸谱》、《卜算子咏梅》、《十五的月亮》等，

这些歌曲大多采用流行歌曲的旋律感、京剧的唱腔配器

等，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感。所以大力发展京歌也是有利于

吸引那些听惯流行歌曲的年轻人，让他们也能有意无意了

解到传统音乐的魅力。时至今日，传统音乐的艺术价值日

趋显现出来，而我们对于传统艺术的发掘还远没有达到应

该与之匹配的高度。以昆曲为例，昆曲兴于魏良辅等人的

创新，也衰于后日唱法与表现力的落后。所以传统音乐要

与时代同步，获得大众的认可，这样才能获得更健康更久

远的发展，而现代京歌艺术无疑是走在京剧艺术的前列。
三、赵季平配乐的作曲思维

陕北是赵季平最初的创作宝地，在与张艺谋合作《黄

土地》时，他还到安塞找到了农民歌手贺玉堂。其中的安

塞腰鼓表达了他对于那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

赵季平说过他创作的思维就是要打破常规，要在配

器、旋律、音色等各个方面都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

拍摄《红高粱》时，赵季平打破常规地运用几十个唢呐、

几只笙等一齐演奏，随着姜文的一声高喊，猛地就把大西

北那种人们对生命的呼喊表现出来。这中间，赵季平采用

了数种声腔的唱法，曲调也运用了打夯歌的素材，恰好表

达了陕北百姓爽朗的个性。

说到《好汉歌》，其创作过程也有一些传奇色彩，因

为需要表现出一百多个好汉行侠仗义狂放不羁的性格，所

以赵季平经过苦思冥想，灵感闪现出自己熟悉的山东民歌

旋律，再加上当地的方言，最后结合了《锯大缸》这个当

地小调，使得本土味道更浓。随后这首歌曲伴着《水浒传》

红遍了大江南北。包括《秋菊打官司》结合了碗碗腔等，

赵季平找来了各种民间艺人与民间歌手在片中做了各种大

胆的创新，也为他的创作之路锦上添花。

除此之外，他在所配乐器上也是别具一格，例如埙、

唢呐、南音八、排箫、腰鼓等，可以说只要能想到的创作

手法他都会尝试去用一用。这反映出赵季平对各种艺术乐

器的包容，包括对多种艺术形式的精准把握不拘一格，也

能看出他对传统艺术不光秉承着继承的思想，还做了很多

发展改进的工作，为我国本土传统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

这才是未来发展民间戏曲艺术的源泉。
四、以《大宅门》为例来阐述电视剧音乐的发展

在建国初期出现了我国最初一批电视剧，但到了文革

时期这个刚刚萌芽的艺术形式毁坏殆尽。一直到了改革开

放以后才开始受到国外影响，创作出国内第一批真正意义

社会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层次的划分，统治者启图用

节奏、曲调、演唱的形式和内容规整严谨的乐来影响人们

的思想，加强其国家统治，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就有了规范

的音乐，被统治阶级就有了体现丰富多彩生活的音乐，这

样逐渐形成了“雅”的乐和“俗”的乐的划分，社会阶级

的划分会影响着乐的兴起与发展。

雅乐象征贵族、士大夫阶层，俗乐则属于老百姓、

被统治的阶层，流行于宫廷乐舞的有一些是属于俗乐范围

的，有的则是通过对“俗”的乐舞进行加工修改整理制成

的，有的则是歌功颂德而制的，像春秋时的“六代之乐”，

是当时的统治者为加强他们的政治统治地位制作的雅乐，

是一种“治世之音”。与雅乐相对的，像乐记中“比于慢”

这类不中律，形式内容不符合雅正的音乐流行于民间，不

断地兴起。

春秋时代处于动荡不断，社会出现了大动乱大变革，

像雅乐这种治世之音逐渐僵化，逐渐失去了约束力，雅乐

在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情况下逐渐衰落下去，但流行于

民间极复有大众基础的俗乐，在这期间形成了音乐的主

流，“俗乐”的发展与兴起，其中社会的发展起了中流砥

柱的作用，是音乐艺术发展的必经之路，就统治阶级来说

也不想只把规整的雅乐作为欣赏的对象，有很多统治者也

很推崇喜爱听节奏活跃，有欣赏趣味的俗乐。

雅乐逐步败落下来，统治者想用雅乐来规范统一治

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可以达到一定效果的，但是随

着人们的思想逐渐的活跃，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

断地提高，循规蹈矩的雅乐越来越束缚不了人们的行为思

想，人们追求更多的风格、来源于社会生活的音乐，俗乐

这种形式则得到了广泛的流行，是中华音乐的瑰宝。

三、雅俗的关系

雅与俗之间的不断抗争，不断地冲突也就愈演愈烈，

雅与俗的划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雅代表的是统

治阶级，俗则代表的是百姓下层平民，统治者对平民百姓

施加残暴的统治政策束缚人们的思想，对平民百姓进行统

治，平民百姓对这样的压迫要反抗，要对统治者反抗斗争，

对“雅”的提倡，对“俗”的贬低，长久一来，雅与俗斗

争是不断的，“俗”不能登大雅之堂，统治阶级不重视它

的存在，对俗的音乐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中更加曲折艰难。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逐渐分出“雅”与“俗”，“雅”

与“俗”是对立的相互斗争的，最早的音乐是诗乐舞不分

的，“雅”与“俗”的冲突性与对抗最早体现在音乐艺术

当中①雅与俗的本意来看本身就是相对的，正如像“雅正

与鄙俗、典雅与庸俗”之类的。像我们把所谓的高雅音乐

称之为“阳春白雪”，将民间的地位不高的称为“下里巴

人”，把音乐分成“高雅”与“民俗”，这两种音乐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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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表演与声音艺术的结合
■闫正义/陕西省民间艺术剧院有限公司

【摘要】皮影作为我国一种传统的艺术表
现形式，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就以其基
本常识入手，分析皮影的形体表演与声音表现
艺术的结合。

【关键词】皮影；形体表演；声音表现；
结合

皮影戏，是我国一种传统、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势，其

主要是利用光和影，将皮影人物照射到隔亮布上，从而进

行表演。皮影人物大部分都是用动物毛皮经过一定的加工

制作而成。皮影表演时，表演者都是在幕后操作皮影人物，

同时还要唱戏，也有专门的乐队为表演者配乐，吹拉弹唱

好不热闹，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皮影故事大都是民间

改编而来，所以说，皮影戏是我们古老传统的民间艺术。
一、皮影表演的基本常识

（一）道具。皮影的表演舞台，行家将其称作亮子，

也就是一块大约 200cm×110cm 的长方形幕布。舞台周

围是四块 5cm×5cm 的正方形木条，行家称之为亮档。

将白纸或白色细密棉布或绦良布（俗称亮幕）固定在较长

的两个亮档上，两边再用较短的亮档撑起来，立于桌面并

用绳子固定起来（一般与桌面不能垂直，稍有斜度），就

可以在（亮幕）上面进行皮影表演了。

（二）表演程序

第一步 ：走台。一般在正式演出之前都会有这一段武

打戏，取自著名剧目的武打片段，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

观众前来观看。

第二步 ：正戏。可以演一段完整的剧目，也可以表演

折子戏。具体根据班组的演出的时间来决定。

第三步 ：加演。这一段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主要看现场

观众的情绪，加入正戏表演完了以后，观众意犹未尽，要求

再演一段，那么班组就会安排表演一些精彩滑稽的小段子。

（三）观众。自古以来，不管是什么演出，都离不开

观众的参与，它是表演者与观众在剧场中进行交流互动的

一种审美游戏。
二、皮影的形体表演

（一）基本身法、手法和步法。皮影人物，也叫影偶，

是由身体的各个关节连接而成。其的动作根据肢体的不同

部位进行划分，主要有头部动作、身躯动作、手部动作以

及腿部动作共同组合而成。躯体各个部位的具体动作，构

成了皮影表演的基本身段。详细来说，头部动作和身躯运

动由主杆在后台操纵，手部动作由副杆在后台控制，腿部

动作由主副杆相互配合在后台控制。一般情况下，头部和

身躯的运动叫做身法，包括了以下几组动作：点头、摇头、

俯、仰、躬、挺、坐、抖、甩发、转身等 ；手部动作叫做

手法，包括以下机组动作 ：拉、抖、搡、指等 ；腿部动作

叫做步法。包括以下几组动作 ：站、走、跷等。

（二）上下场。从表演的角度来看，影偶的上下场都

有一套固定的动作流程，比如上场后的站定、整冠、捋须、

转身落座、念上场诗、自报家门等。然而，由于皮影舞台

大小的限制，其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一般由表演者根据

实际情况来定，比如，在皮影表演中的龙套、丫鬟，这些

角色往往只有一种站立形式，不管从哪个门上场，都要求

其沿着影窗，挨个站定，一字排开相面主角，一般没有大

的变化。而且在实际的演出中，所有角色的上场都是根据

人物性格各有特色。相反的，影偶的下场相对来说要简单

很多，影偶不管是什么角色，什么行当，在下场时都是一

样，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影框中撤出，不如上场动作那

样，缓步而出。

（三）武打动作。总的来说，武打主要有用兵器和不

用兵器两种，用兵器的称为硬打，不用兵器的称为软打。

相比徒手大豆来说，用兵器的打斗有更多的花样，兵器种

类多，不同兵器动作也不一样，更具有观赏性，在皮影表

演中用的也稍微多一些。

如果要划分细一些的话，硬打又分为长打和短打、马

战和步战。顾名思义，长就是利用长度较长的兵器打斗，

而短打则用短一些的兵器，比如刀、剑之类的。显然，马

战就是在马上打斗，步战则在地面打斗。不管哪种打法，

动作都非常的多，但是套路是不变的。武打戏在皮影表演

中比较受欢迎，主要就是其表演非常有气势。一般情况下，

表演者在幕布前操纵影偶激烈厮杀，旁边的配乐还会配上

惊堂木、跺脚等烘托出逼真的气氛。在演武戏的过程中，

整个后场喊杀声、锣鼓声，声势壮大，场面热闹非凡。通

常，熟练的表演者可以同时操纵多个影偶进行对打，动作

花哨，精彩动人。

（四）特技表演。跟一般的戏曲比较，皮影表演更注

重随心所欲。在皮影幕布上，影偶在艺人的手里，能够劈

头、换脸、腾挪，上天入地、腾云驾雾，七十二般技术变

化莫测。这样的场景即使在戏曲表演中也很少见到，然而

影偶却可以在艺人十指掌控下，灵活、多变。这样的表演

就是运用了特技，这在影戏表演中非常常见。不管是文戏

或者武戏，不部分的剧目都有换人、换脸、动作变化的情

况。当然，也有一些剧目专门表演特技，展现皮影独有的

艺术，对观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三、声音艺术的表现

前面说到过，表演者在幕布前表演，后台还有乐队进

行配乐。他们顺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把式的指挥下为前

台表演者默契配合，完成跌宕起伏的故事伴奏，将故事情

节演绎的淋漓尽致，用形体与声音的完美搭配表达人物的

思想情感。

把式主要是靠唱词叫板以及形体语言叫板来进行指

挥。唱词叫板用于阳、阴腔之前，几个简单的音符和词便

是阳腔的叫板。形体语言叫板主要是靠手和脚的动作的暗

示来指挥上手。如果是表演武打动作，还需要有踏足来指

挥。比如在表演过程中，上手通过鼓点来指挥下手和空场，

而空场同时也收到把式和亮子上人物行动的指挥。另外，

在为唱腔伴奏时，乐队要按照舞台的变化规律进行演奏，

即兴配乐，由于把式的演唱就是即兴的，所以伴奏也要与

之默契配合，把式怎样唱他们就怎样拉，把式唱什么他们

就拉什么。这对演奏者是一项考验，必须灵活、敏捷，还

要能随机应变。
四、表演与声音结合的审美

动与静的结合、虚与实变化、形与色交融，是皮影表

演的精髓所在。操纵表演是皮影戏人物造型的完整体现，

通过光与影的完美结合，艺人将不同的皮影人物及故事在

幕布背后操纵到前台，将皮影人物配合着不同的唱词，演

绎出丰富多彩的故事。我们可以将皮影故事当作电影和动

漫的前身，就算在现在也可以把它说成是“看图讲故事”。

皮影“以声动人”、“以形传情”，雕刻精湛的影偶虽也有男

女老少之分，也有忠奸善恶的人物形象，但由于皮影的特

点，其表情一尘不变。影偶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傀儡，只能供

表演者把玩，供观看者欣赏。然而，加上活跃的动作，精

彩的唱词，它立刻活跃于幕布之上，展现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形象和感情变化，精湛的表演，热闹的配乐，塑造出影

偶鲜活的生命。尤其是形与乐的配合，唱出了皮影人物的

情感变化，也正是其丰富的情感才吸引着人们去观赏。由

的电视剧，例如《蝴蝶泉边》《女儿情》等。进入九十年代，
我国在经过十几年经济发展后，电视剧艺术也日趋完善，
《你快回来》、《问情》、《千万次的问》等电视剧配乐都曾
引起很大的反响。

到现在进入 21 世纪，我国已经有了电视剧创作的土壤，
但不得不说的是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一般来说，好的音乐
可以带着观众进入剧情，甚至可以超出电视剧本身的价值。
虽然现在各种电视剧音乐很多但很多作品的质量还是显得粗
制滥造。例如《士兵突击》等电视剧配乐都涉嫌抄袭日本欧
美的音乐甚至还有的直接采用国外网游的游戏背景音乐。这
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原因也不是唯一的。首先，照搬其他
影视或者游戏音乐有成本上的考虑。其次，国内的音乐水平
还有待于提高，包括观众对原创电视剧音乐的需求和认识还
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失去了观众市场，也很难激起音
乐人创作的热情。最后，我们国家对于作品版权的维护意识
还不足，这也极大的伤害了原创音乐的发展。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性就是我们自己音乐的民族性，
像《大宅门》这种电视剧用上民族的传统的东西，例如《水
浒传》、《乔家大院》等这些电视剧都很好的发扬了这种精
神，所以中国的电视剧音乐有原创的基础和底蕴，对于欧
美等国的现代配乐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的吸收，对于本土的
优势也该大力的弘扬。音画的统一是一部好的电视剧所必
须要的条件，作曲家对于影片的画面要有一种条件反射，
像赵季平在创作时，是从剧本阶段就跟随影片进行创作，
这样才能完全的把音乐融入剧情，更重要的是也应该有自

此可见，形与乐的配合在影偶的塑造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表演者在操控过程中要把握好人物的喜怒哀乐，情节

的舒缓急徐，以情入戏，以景生情，将任务曲折的生活、

情感经历通过光与影在幕布上的交融娓娓道来。赋予皮影

以灵魂和生命。
五、结语

俗话说得好，“三分耍，七分唱，全屏嗓子亮”。皮影

艺术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动与静、实与虚、形与色的交融。皮

影不只是意见牛皮裁剪的小人儿，更是由形、色、声三样融

合而成的一个艺术形式，由唱念艺术、操纵表演艺术以及

声腔音乐充实它，赋予它极致的美感、观赏价值与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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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土的民间音乐的基础，因为我们所接触大部分影片还
都是写我们这个环境内发生的事情，甚至有很多好的电视
剧没有好的民族性的配乐创作来跟进，再照搬其他音乐塞
入其中，观众观影时就会觉得突兀生硬，所以创作也应该
符合其环境。平时多多接触这些生活化的东西，在创作的
时候也才能做到潜移默化。

所以现如今我国的电视剧音乐还有待于完善，这种完
善不只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提高，像赵季平这样的作曲家
在我们现代的电视剧音乐创作和未来的发展中更显得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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