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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音乐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兴起的一种音乐门类，自从人类历史

上第一首电子音乐作品《地铁练习曲》的诞生，它就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相对于传统音乐而言，电子音乐创作其思维方式与素材运用更加灵活，作曲技术

与创作手段也更为多样化。虽然电子音乐在中国起步较晚，但由于我国的科学技

术水平的快速发展，电子音乐的创作也经历着飞速的进步。 

戏曲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在艺术创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作曲家们汲

取传统作曲的创作经验，将具有民族特征的戏曲艺术元素与现代电子音乐作曲技

法相结合，来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子音乐作品。本文将戏曲元素在电子音乐创

作中的运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张小夫的《脸谱》与《北海咏叹》两首

作品，来系统阐述戏曲元素在电子音乐创作中的运用特点、技术手段以及所表现

出的文化内涵。这些作品都是将电子音乐技术和京剧艺术相结合来创作完成的，

例如王铉在创作《幻听》时，着重引入京腔与西洋美声唱法，利用虚拟乐器模拟

出人声，将三种声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表达音乐作品思想。在张小夫的作

品《脸谱》中，作曲家将京剧伴奏乐器的声音通过音序器重新编辑处理，结合电

子音乐技术手段创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文武场面。 

戏曲艺术体现了中国艺术文化的思想底蕴与审美情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电子音乐作曲家们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

爱与敬仰，尝试西方作曲技术与传统戏曲文化相结合，发掘并成功的使用戏曲音

乐元素到电子音乐创作中去。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电子音乐创作中获得强有力

的支撑，并且为之获得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平衡点。 

 

关键词  电子音乐；戏曲；音乐创作；传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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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music is a kind of music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a kind of music, Since the first electronic music in human 

history, the birth of the subway,It shows a strong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usic, Electronic music creation of its thinking mode and material 

use more flexible, the composition of technology and creative means is also more 

diverse. Although electronic music in China started late, bu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the creation of electronic music 

has also experienced rapid progress. 

As an excellent cultural heritage of our country, drama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artistic creation, Composers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re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rt elements and 

modern electronic music composition techniques, to create electronic music wor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this paper, the use of drama elements in the creation of 

electronic music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facebook" analysis of Zhang Xiaofu and "Beihai chant", to system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lements of Chinese opera in the electronic music creation, 

technical means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se works are the combination of 

electronic music technology and the art of Beijing opera, Wang Xuan in creation 

"hearing voices". It focuses on the introduction Jingqiang and bel canto, using virtual 

instruments to imitate the voices, the three sounds are skillfully combined together, co 

expression of the thought of music works.In the works of Zhang Xiaofu "types of facial 

makeup in operas", composer will be the voice of the opera musical accompaniment, 

with a sequencer re editing, combined with electronic music techniques created a 

beautiful round of beautiful Huan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scenes. 

Opera art reflects the ideological and aesthetic feeling of Chinese art cultur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lectronic music composer with the love and admir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ry to combine the western music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opera culture, To 

explore and succeed in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music elements in the cre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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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music.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n electronic music creation to 

obtain strong support, and to obtain the balance a blend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Keywords ：electronic music；traditional opera; musical composition; Traditional music 

 

 

 

万方数据





绪  论 

- 1 - 

绪  论 

一、选题的缘由 

之所以研究中国电子音乐创作中戏曲元素的应用，是因为戏曲音乐元素在艺

术创作中运用的越来越广泛，表现力也更加强大。戏曲艺术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

产，在电子音乐创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浓厚的民族韵味可以很轻松的将听众

带入“民族风”时域空间，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我国的电子音

乐创作中，大量作品使用了戏曲艺术元素，像戏曲音乐的旋律与调式素材、戏曲

常用的伴奏乐器以及戏曲艺术的审美思想等等。在实际的创作中，作曲家并不是

将这些戏曲元素孤立的使用，而是将这些戏曲艺术元素通过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

以便更好地表现作品的艺术内涵。在当代，随着电子音乐技术的进步发展，越来

越多的作曲家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将戏曲艺术中的素材与现

代电子音乐作曲技法相结合，创作出大量的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电子音乐作品。 

二、选题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电子音乐传入中国，一批批作曲家积极探求中国特色的电子

音乐创作道路，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创作出了大量的具有国际水准的的电子

音乐作品，随着电子音乐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电子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

风格，音乐形式的复杂化，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以及音响效果的新颖化是其典型

特点。我国电子音乐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传统戏曲音乐元素，通过分析戏曲元素

在电子音乐创作中的运用技巧与其表现特点，可以加深电子音乐创作者们对戏曲

艺术的认识，并且对以后的电子音乐创作提供创作的思路与运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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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电子音乐与戏曲艺术 

电子音乐是利用电子科技手段，结合作曲技术创作而成的一种音乐形式，具

有相当广泛的应用范围，如影视配乐、广告音乐、游戏音效以及当今比较流行的

网络音乐等等。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完善，电子音乐技术手段也应用到了

音乐会上，例如 2008 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电子音乐节上就上演了张小夫教授的的

电子音乐作品——《脸谱》，这首作品是戏曲艺术元素与电子音乐技术相结合而创

作完成的。 

在电子音乐创作实践中，中国的电子音乐创作是与传统音乐元素密切相关的，

从电子音乐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容易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作曲家们在创

作音乐作品时，尽齐力地发挥着中国民族特色的潜力，这种运用民族元素创作出

来的电子音乐作品更适应时代，适应大众化的需求。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之瑰宝，

它融合了多种艺术门类，是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结合体。戏曲以唱、念、做、

打为表演手段，结合舞蹈、音乐、绘画与文学等多种艺术要素来共同表达作品的

思想内涵。在电子音乐创作中以戏曲元素作为创作的素材，可以达到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的效果，因此，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艺术创作的基音，才能获得不断前

进的发展动力。 

一、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概况 

中国的电子音乐创作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有着非

常快的发展速度，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与音乐创

作理念传入我国，使得早期的一些作曲家接触西方现代音乐，催生了一批电子音

乐作曲家。作为中国现代电子音乐的创始人之一，张小夫将中国的电子音乐发展

情况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探索阶段、开拓阶段与创新发展阶段。虽

然在起步阶段，我们对电子音乐了解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经过音

乐创作者们的探索实验，使得我国的电子音乐在专业化创作与学术研究方面有了

突破性的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虽数量不多但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电子音乐作品。

像谭盾先生的《游园惊梦》、陈远林的《牛郎织女》以及张小夫的《不同空间的对

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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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了探索与起步认知阶段之后，中国的电子音乐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期，这

一时期，无论在专业的电子音乐创作方面，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趋于成熟。因此

在这一阶段，电子音乐作品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较前一阶段有了

明显的提升。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电子音乐进入创新与全面发展阶段，大量青

年作曲家积极涌现，他们敢于突破，敢于想象与创新，使作品更具成熟与表现力。 

二、中国电子音乐的创作理念 

在我国的电子音乐专业化创作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音乐创作与传统音乐

元素相结合。例如结合传统乐器，引入戏曲唱腔，采用传统音乐结构等等。在张

小夫教授创作的电子音乐《诺日朗》中，就把藏族文化元素引入到了作品之中，

这种独特的创作理念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音乐是一种大胆尝试与突破。 

电子音乐技术的进步发展拓展了作曲家们的创作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

导致了当代音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电子音乐的创作不同于传统作曲，它大胆使

用各种声音素材，打破声音的使用界限，不管是噪音，还是环境音都可以拿来作

为艺术表现的因素。在我国的电子音乐创作中，作曲家充分引入中国传统音乐的

诸多元素，创作出了众多不同于西方古典音乐性质的作品，这种创作上的差异也

鲜明地体现了中西方意识形态与创作理念的不同。 

三、戏曲音乐的特点及表现手段 

戏曲音乐可以分为声乐与器乐两大部分，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戏曲表演

的音乐部分，因此，唱、念、做、打也都是在一定的音乐旋律与节奏中协调完成

的。声乐演唱可以分为不同的唱腔，像京剧艺术中的皮黄腔与二黄腔等等，由于

人物扮演与刻画人物形象的不同，又可以将唱腔分为戏剧性唱腔、抒情性唱腔和

叙事性唱腔。戏剧性唱腔多用在表现戏剧的矛盾冲突和情节的发展变化处，抒情

性唱腔注重抒发内在情感，而叙事性唱腔则主要以诵白为主。这三种唱腔交替的

运用，充分表现了戏剧的内容，推动了剧情发展。另外，传统戏曲唱腔还有一个

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地方风格的多样性，如湖南高腔就可以分为四大流派，有湘

剧高腔、常德汉剧高腔、辰河戏剧高腔与祁剧高腔等等。 

戏曲艺术的器乐作用主要是为唱腔伴奏，同时还有渲染气氛、描绘情景以及

连贯舞台节奏的作用。在文场方面，乐器使用较少，主要以胡琴为主，辅以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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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箫以及部分弹拨乐器，主要作用是为唱腔伴奏。武场方面主要是以打击乐为

主，在节奏鲜明的打击乐配合下，剧情慢慢展开。另外，戏曲音乐还有一个重要

的特点，那就是音乐的程式化。这种程式往往因为音乐结构、曲牌以及唱腔的不

同，其法则也不同，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常用的板式套路，无论是在伴奏乐器上

还是唱腔上都形成了稳定的格式，并且在戏曲表演时要严格规范程式，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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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电子音乐的民族化创作 

电子音乐在中国发展之初，无论是在创作技术上，还是在音乐审美理念上都

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但是电子音乐作曲家们并没有完全沿袭套用西方电子音

乐的创作模式，而是在音乐创作中更多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使创作出的音

乐作品更具民族特色。应该说民族化是中国电子音乐创作中最具特色、最鲜明的

特点，无论是中国早期的电子音乐作曲家，还是当代青年作曲家将传统文化元素

融入到电子音乐创作中，这似乎成为了音乐创作者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从当下看

中国的电子音乐发展趋势，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和获取艺术创作的基因与灵感成为

电子音乐作曲家最重要的创作定位与动力。而且，将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到电子音

乐作品创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一、戏曲元素在电子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化探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戏曲音乐创作领域也具有扎实的基础与丰富的文化资

源，例如唐代的歌舞参军戏，宋杂剧和金院本，元朝的元曲与清代宫廷戏剧等等，

这些戏曲艺术元素为当代电子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西方电子音乐传入中国，拉开了电子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序幕，创作初期作曲

家们积极探索电子音乐的创作模式，尝试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相融

合，出现了一批像陈远林、刘健、张小夫、许舒亚这样的中国电子音乐先驱人物。

1984 年 9 月 24 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办了中国首场电子音乐会，这场音乐会

充满了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音乐会作品之一《游园惊梦》由作曲家谭盾创作，

这首作品就非常巧妙的融入了戏曲音乐元素，它以昆曲音乐为素材，并且将电声

效果与昆曲唱腔相结合，使其作品内容表现的更为丰富，这是戏曲元素在电子音

乐创作中大胆的民族化探索与尝试。 

作为电子音乐的拓荒者，中国电子音乐作曲家在冲破传统作曲的思维模式时，

也在创作中积极探索新的音乐语言，这种新的语言就是音乐作品的民族化。音乐

民族化并不是单纯的使用民族乐器，也不是单纯的套用传统音乐结构，而是扎根

于本民族音乐文化，在创作中融入民族音乐元素，表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其中，

张小夫教授的《北海咏叹》就是在利用电子音乐技术手段创作的同时融合了戏曲

音乐元素。京剧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中国，曲作者为了表现这种京派文化

的地域性特征，特地选用了中国传统戏曲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京胡。在这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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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音乐作品中，多次使用京胡进行演奏，因为这个乐器代表着北京。音乐进行中

即便京胡休止，也由合成器演奏京剧旋律，这种选用了京胡音色，京剧旋律以及

京剧韵白的电子音乐作品，极大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因此，将电

子风格与戏曲风格相结合而进行的音乐创作，应该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民族化探

索。 

二、戏曲元素在电子音乐中的创作特征分析 

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元素十分丰富，大体可以划分为情节故事元素、语言元

素、表演艺术元素以及绘画舞美元素等等，在戏曲音乐方面又可以划分为旋律与

调式元素、乐器与音色元素、板式与节奏元素以及结构与主题发展元素等等。在

专业化的电子音乐创作中，戏曲元素的运用一直是作曲家与学术研究者们积极思

考的问题，从创作初期到技术与理论成熟的今天，戏曲元素普遍地存在于电子音

乐作品当中，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当属张小夫的《脸谱》、王铉

的《幻听》以及李秋莜的《击鼓骂曹》等作品。本章节就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将

作品中所表现的旋律与调式元素、乐器与音色元素、板式与节奏元素以及艺术审

美特点进行分析，来找出作曲家们创作的共性，进而对戏曲元素在电子音乐中的

创作特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调式与旋律 

中国传统戏曲音乐具有五声调式的特点，以大二度和小三度所构成的“三音组”

是五声调式旋律进行的基本音调，五声调式的旋律进行多用正音，偏音使用较少，

因此，五声调式格调较为平和。旋律是戏曲音乐的重要语言之一，它对于音乐形

象的塑造与人物情感的表达起了重要作用。戏曲音乐的旋律主要由器乐伴奏和戏

曲声腔两大部分组成，由于剧种的不同，戏曲音乐中使用的唱腔与伴奏乐器也有

很大差异。张小夫在创作电子音乐作品时，普遍使用中国民族五声性旋律，这样

既能体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特点，又可以保持作品的时代感与创新性。 

《脸谱》是一首电子音乐作品，由作曲家张小夫所创作，它是电子音乐、舞

台表演与京剧艺术的结合，作品以唱、念、做、打这四种表演形式将其分为四个

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大量使用了京剧唱段，再配合现场的实时演奏，构成了真正

的空间视听艺术。 

作品注重节奏的理念，因此在演奏时使用最多的乐器便是打击乐，由于整部

作品旋律部分较少，对于判断其调式调性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从唱段唱腔与旋律

特点来分析，可以断定作品是采用京剧调式创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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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咏叹》是张小夫教授早期的电子音乐作品，作品依然是采用京腔旋律

谱写的，在保留京腔旋律曲调的基础上，加入自己新的音乐语言素材，使得这首

偏古典的电子音乐作品更具艺术特色与美感。作曲家为了鲜明地体现中国传统戏

曲风格，直接使用了大量的京剧旋律片段，例如在 1‟30”——3‟50”，京胡开始进入，

它在合成器舒缓的和声背景下演奏了大段的京剧旋律，紧接着京胡休止，由合成

器接替京胡演奏京剧旋律，之后在 4‟25”处，京胡再次出现，情绪更加高涨，总之,

无论是由京剧的主奏乐器京胡，还是电子合成器，它们演奏的大多都是京剧旋律。

这些大段的京胡曲牌旋律如图所示： 

图例一 

 

图例二 

 

从作品所使用的调式分析来看，徵调式的使用是比较频繁的，徵调式具有相

对完全的调式骨架，旋律色彩比较柔和，正好符合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和谐思想。

《北海咏叹》取材使用了京剧的旋律、京胡的音色、京剧的韵白以及古文《三字

经》，这种将电子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巧妙结合，对于展现东方文化色彩与

魅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民族乐器 

《脸谱》在演出中使用了大量的民族乐器，像京胡、大锣、大铙钹以及木鱼

等等，这些乐器在现场实时演奏与电子音响相结合，体现了现代电子音乐全方位

多层空间的概念。作品主要使用的民族旋律乐器是京胡，作品的 1
‟
47

”
—2

‟
1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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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剧打击乐器大锣、大铙钹与京剧锣的配合下，京胡以快速、跳跃的演奏技巧

将气氛推向高潮，这种不同音高、不同音色的乐器组合，使音响效果获得了乐音

与噪音之间的平衡。在作品的第二部分“丑”一章中，作曲家运用了两种灵活性较强

的乐器，这两种乐器分别是马林巴和木鱼，在马林巴以快速的演奏形式来强化“丑”

的形象特点的时候，木鱼敲击节奏给以配合，为音乐增添了中国情调。另外，作

曲家在第三部分运用了大量的旦角音频采样，并且将这些采样与电子 loop 循环叠

加，男声女声交替出现，带有明显的对比意味，这种声音的结构安排，俨然就是

一种多线条的复调音乐层次。在音响动态布局方面，采用五组打击乐器配置，第

二、第四打击乐放置于舞台的左面，第三、第五打击乐安置于舞台的右边，将第

一打击乐组则放置于舞台中央，这样现场所发出的声音就具有流动感与层次感，

体现出“立体声”的音响效果。 

《北海咏叹》是一首京味十足的电子音乐作品，作曲家在创作时选取了较多

能够反映北京悠久历史的素材，例如古文《百家姓》、京剧唱腔以及旋律乐器京

胡等等。音乐一开始，作曲家特意选用了代表宫廷音乐的管钟为童声朗诵《三字

经》做背景伴奏，以便将听众带入一种怀古情绪。京胡在在这首音乐中使用的较

为频繁，作为主奏乐器由其演奏的大段旋律在 1＇29＂——3＇50＂、4＇23＂——5＇

02＂、6＇01＂——6＇42＂、7＇56＂——8＇28＂、10＇27＂——11＇07＂、11＇

43＂——12＇05＂多次出现，它对于表现京剧的浓郁风情与北京的地域文化起了

重要作用。  

京胡在两首作品中的使用情况 

脸 

谱 

 

时 间 具体表现 

1＇47＂——2＇13＂ 
京胡快速演奏具有节奏型式的简短旋律，与密

集的打击乐相配合，形成戏剧色彩。 

3＇51＂——5＇02＂ 采用京胡滑音奏法，形成一种对答式效果。 

北 

海 

咏 

叹 

1＇29＂——3＇50＂ 京胡开始进入，在和声背景下演奏舒缓的旋律 

4＇23＂——5＇02＂ 京胡音色再现，情绪较前一片段更加高涨 

6＇01＂——6＇42＂ 
在打击乐器的配合下，演奏跳跃性的旋律，将

音乐逐渐引入高潮区。 

7＇56＂——8＇28＂ 京胡与合成器演奏两种不同线条的旋律 

10＇27＂——11＇07＂ 音乐情绪开始回落，京胡再现前面旋律 

11＇43＂——12＇05＂ 
京胡再次响起，为女声韵白与童声朗诵做铺垫，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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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戏曲人声素材 

戏曲唱腔是汉族戏曲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戏曲的曲调和唱段，

因曲种、流派以及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例如黄梅戏可以分为花腔和平词

两大类唱腔；秦腔根据调性特征又可以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类腔调；而京剧则主

要以西皮与二黄两种唱腔为主。张小夫教授在创作时极力将戏曲唱腔与念白运用

到电子音乐作品中，有时根据剧情需要，将这些声音素材通过电子音乐技术手段

进行各种调制处理，以取得新颖独特的音响效果。 

《脸谱》为表现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作曲家使用了大量的京剧人声素材，

这些人声素材主要包括旋律唱段、笑声、呐喊声、怒吼声以及半说半唱。作品从 3＇

25＂开始进入第二部分，作曲家选用滑稽幽默的笑声作为“丑”的开场，随后采用一

系列的京胡滑音奏法，与若隐若现的风趣人声交相辉映，形成一种对答式效果。

从 7＇25＂处青衣声腔进入，青衣以长线条的半说半唱形式为主，声音虚幻缥缈，

体现旦角娇羞、柔媚的性格形象。并且，在第三部分，使用了各种变形的念白韵

白，这些念白韵白或交替出现，或同时出现，体现了西方主调音乐与复调音乐的

风格。第四部分是整部作品气势最恢弘的一个乐章，也是整部作品的高潮段落，

这一部分选用了呐喊声与笑声，以用来表现京剧净角的人物特点。 

《北海咏叹》引用的戏曲人声素材种类繁多，这些素材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

年灿烂文明，作曲家将《三字经》、《百家姓》、童声朗诵、和尚念经、京剧韵

白这些戏曲文化素材进行独巨匠心的安排，其目的就是为了展现京派艺术的地域

特色。乐曲开始采用童声朗诵《三字经》与《百家姓》，这样的安排既可以将欣赏

着带入一种怀古情绪，又表现了《三字经》所具有的童年启蒙教育功能。音乐从

13＇00＂处，童声朗诵的《百家姓》再次出现，这样首尾呼应式的安排既符合听

众的审美需求，又体现了戏曲艺术的程式化特点。6＇50＂和尚念经由弱渐强逐渐

显现，8＇42＂女声京剧韵白出现，之后伴随着音乐速度加快，作品进入第二个高

潮区。从 12＇08＂开始，在弱力度的音乐背景下女声韵白再现，预示着音乐进入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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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戏曲元素在电子音乐创作中的审美定位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对传统音乐体系的形

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戏曲艺术借鉴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美

学思想及其文学作品，是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由于长期深受戏曲美学思想

的影响，众多电子音乐作曲家们在创作时，积极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

之中，选取能够体现戏曲美学的音乐素材，为作品增添生命力。《脸谱》与《北

海咏叹》是两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电子音乐作品，作曲家利用西

方的创作思维模式把中国戏曲音乐的特色进行提炼，再将所提炼出来的音乐素材

用于电子音乐创作之中，例如在调式上采用中国五声调式，五声调式柔和优美，

符合中国传统“崇尚和谐”的思想。《脸谱》运用了京剧不同行当的脸谱影像，配合

音乐的节奏不断变换，这样的配置体现了中国“形声兼备”的古朴思想。“丑”是作品

的第二部分，采用了笑声与京胡滑音相配合，表现丑角的滑稽幽默形象。丑行在

戏曲艺术表演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张小夫教授在创作《脸

谱》时，特意对“丑”这一部分进行了大片段的演绎，这种精心细致的安排体现了中

国传统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化丑为美”。 

戏曲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它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能够为我国的电

子音乐创作提供丰富的营养与资源，通过电子音乐这一艺术载体，也可以把我国

的传统文化价值与魅力展示给世界。因此，电子音乐在传入中国之初，作曲家们

就积极探索戏曲艺术元素与电子音乐创作的融合之路，这种带着民族情怀的艺术

创作，既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美感，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电子音乐发展道

路。如今，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中国电子音乐创作之中的创作理念已经是当代

电子音乐创作者们的一种共识，例如：邢依楠为女高音与电子音乐而作的《渺·梦》，

该作品中运用了中国特色唱腔，又有西洋美声的华彩乐段，在体现女高音的演唱

技巧的同时，又运用了电子音乐独有的特点，两者的充分结合向听众展示了一种

全新的听觉感受；陈强斌为弦乐四重奏与电子音乐而作的《幻影三六》，其作品

构思就来源于江南丝竹传统名曲“三六”；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国际艺术节共同委约

而创作的音乐新媒体剧场《意镜》，作品就是运用现场戏剧表演、器乐演奏、多

声道交互电子音乐与新媒体相结合的多元化形式来进行演绎的。这些当代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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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借鉴并融合了中国戏曲文化精髓，展现了古老而丰富的传统艺术文化内涵。

因此，用现代电子音乐作曲技术融汇戏曲元素进行艺术作品的创作，不仅是中国

电子音乐特色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艺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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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随着电子音乐技术与硬件设备的迅猛发展，电子音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

度，成为当代最具表现力的音乐形式之一，自从电子音乐传入中国，虽只有短短

三十多年的历程，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果。在我国的电子音乐创作事业

中，艺术创作者们积极发掘戏曲艺术资源，并将其运用到电子音乐创作当中，以

此来展现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包含了众多的音乐元素，审美

观念以及哲学思想，作曲家将这些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文化元素融入到自己的电

子音乐创作之中，既是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继承发展，又可以使自身作品体现

出浓厚的文化底蕴，凸显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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