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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以同名现代京剧的唱腔、曲调为基础，由上海交响

乐团进行再创作并演出的。这部从1967年开始改编创作并演出，到1974年定为“样板戏”，

历时近8年的作品，沿袋了“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命名模式，实际上同样是一部清

唱剧。与“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一样，清口吕剧《智取威虎山》通过将中国戏曲音乐和

西方多声创作技法相结合，为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型音乐体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受

到“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模式的影响，但由于这部作品在合唱上颇具匠心的创新

应用，因此在总体上还是显示了自己的艺术特色。本文旨在从音乐史学的角度对这部作品的

创作演出过程、音乐分析、与清唱剧《沙家浜》和同名京剧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文革 “交响音乐” 《智取威虎山》 音乐分析影响



Abstract

“Revolutionary Symphony：A Strategic Capture ofWeihu Mountain”i s a grandiose musical

composition adapted with arias and melodies of modern Beijing Opera and performed by t11e

Shanghai Symphonic Orchestra．nis composition explores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for

creating large works by combining Western polyphonic skill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tic

styles．Following the model set by“Revolutionary Symphony：Sha Jia Bang"’，this work is named

“Revolutionary Symphony”．even though．1ike“Sha Jia Bang，”it is actually all oratorio．This work

was created and perform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67 and classified as a“Model Play”jn 1974 by

the Cctltral Lcadmg GjouD of the Cuhural R“olution about elght years la比r．1n spne of

considerable协fluence by“Sha Jia Bang”．the way曲s work employs the chorus is so innovative

that it displays a special artistic character distinctive to“Sha Jia Bang”．This thews is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creation and musical structure ofthe“Weihu Mountain”composition by comparing

it to the oratorio“Sha Jia Bang'’and the Beijing Opem“A Strategic Capture of Weihu Mountain”

from which this work was developed．

Key words：Cultural Revolution，‘‘symphony'’·“A Strategic Capture ofMountain Weihu”，musical

analysis，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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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5·16”通知，它揭开了以毛泽东亲白发动和领

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那场在神州大地上摧粱折柱的政治大风暴，几经曲折而延续长达lO年之久。至1976

年10月以后方告结束。

“文革”十年浩劫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的。60年代以后，中国文艺界受到“左”的思

潮影响日盏严重。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对中

国文艺界的状况极为不满，并提出了态度强硬、措辞严厉的批评。在“两个批示”的鞭策F，

根据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文艺界展开了大规模的大批判。1966年2月2日至2月20

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

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这份文件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

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从而对建国17年来的革命文艺工作做

出了全面否定的结论。

1964年春，中国音乐界又针对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思来提出音乐、舞蹈创作应符合“革

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三化”方针要求展开了讨论。“三化”因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

的“两个批示”下达而统一了认识。

即在“革命化”的问题上，一方面强调音乐刨作和表演必须“突出政治”，取消或禁止

一切非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音乐作品刨作、演出，大力扶植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题材音乐作

品的创作演出。

在“民族化”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创作、演出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色的音乐作品，努

力学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对一切外来的、主要是西洋音乐的体裁、形式乃至具体的

作品、西洋管弦乐器都加以排斥。于是原来己创作、演出交响音乐、管弦乐为主的中央乐团

及各地的交响乐团、管弦乐团，不仅开始停止演出外国的交响乐作品与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包

括革命题材在内的管弦乐、交响乐。有些地方的音乐院校和音乐表演团体其至将眄洋管弦乐

器、钢琴系科或乐队，纷纷奉命转入学习比族乐器，以响应“民族化”的要求。

关于“群众化”，采用公众易于接受的音乐艺术素材和艺术处理手段。艺术作品作为“阶

级斗争的武器”，宗旨是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鉴于这样的政治要求和文艺创作标准．作为演出交响音乐、合唱及独唱的高层次艺术精

品的“洋乐”团体，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地为政治服务，总难摆脱“封、资、修”、“洋、名、

古”的批判。

在这种“洋乐”团体命运岌岌可危的窘境F。以堪称中国最大的演出团体、具有中国一

流优秀音乐演出人才的中央乐团创作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实际上是清口昌剧)的出

现，挽救了“西洋音乐”团体的命运．并且这部作品被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定为第一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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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戏”作品之一。于是之后的上海交响乐团取材于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模仿“革

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创作模式，在两个。样板”的观照下，创作出了“革命交响音乐”

《智取威虎山》．并成为了第二批“样板戏”作品之一。

时至今日，。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这部作品已经经历了40年的历史沉淀。遥

想当年作为一部颇有影响的大型音乐作品，而今已经慢慢被历史尘封起来。尤其作为一部与

“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类似，又产生于其后的作品，它不得不被笼罩在前者的阴影之

下，以至当今在关于20世纪中国合PI仓'I作的相关专著中，它甚至几乎不被提及。这种被历

史的“冷落”．无论就其当时和之后的影响，还是同这部作品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而言，都

是极为不相称的。

冈此，本文将就作品的创作和演山过程、音乐分析和同清口目剧《沙家浜》和同名京剧的

比较过程中，给予作品正确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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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创作和演出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以同名革命现代京剧的唱腔、曲调为基础，由上海

交响乐团进行再创作并演出的。作品从1967年开始改编创作演出，到1974年被中央文化革

命领导小组定为“样板戏”，历时近8年。以下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节创作和修改过程

1966年文革开始，“交响乐“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被，冠以“大、洋、古”，“封、

资、修”头衔，成为了文艺革命批判的主要对象，一切与。洋、名、古”有关的文艺作品退

出了文艺舞台。当时中国的“洋乐”团体面临着“生存”危机，这种情况对上海交响乐团来

说．也不例外。

1967年5月，中央乐团创作并演出的“交响音乐”《沙家浜》被正式命名为“革命样

板戏”。同年．上海交响乐团上演了这部作品，演出之后非常受欢迎。在《沙家浜》这个“样

板”的激励下，上海交响乐团的演职人员倍受鼓舞。为此，乐团进行了讨论，也准备模仿“交

响音乐”《沙家浜》，选择一部革命京剧“样板戏”，移植、改编为“革命交响音乐”。在

具体剧目的选择上，经过再三比较，上海交响乐团认为：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描写

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追剿队在东北战场上消灭土匪武装的故事。原剧塑造了

解放军、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戏很精彩，意义重大。而且从交响乐的创作角度来讲，有比

较大的发挥余地。晟终上海交响乐团革命委员会决定，将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

移植、改编的对象。。

对于“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创作演出情况，本文综合当年上海报刊刊载的消息，

及《1-海交响乐团人事记》对它“试验演出”的记载，列出以下表格。

。根据2005年9月26日采访阿克俭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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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1 968年 1969正 l 970年 197I芷

笠

11

5 9·10 12 月 11
9．1 0月 9月 10月 6月 7．8月 I．5月 6月 8．10月

月 月 月 28 月

日

演

出
l 4 3 6 12 8 2 39 7 1 7 4

场

次

指 曹 曹 瞢 营 营 营

垂嘉
曹 蕾 蕾 曹

挥 鹏 鹏 鹏 鹏 鹏 鹏 鹏 鹏 鹏 鹏

演

出
上 上

宙 文化 文化 文化 文化
海 海

查 广场 广场 广场 广场
音 音

地
乐 乐

厅 厅
点

庆祝

演出 试验 国庆 公

原因 演出 19 演

周年

宙
V V V

查

市
徐

宙 董
景

查 会
贤

人 政
，

员 宣
于

会
组

泳

演出

备
多单位 并听

联合演 取工
注

出 农兵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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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矩

5 7 9 10

2月 3月16日 4月21日 5月9日 8月 l 2月
月 月 月 月

演

出
6 8 9 5 4 5

场

次

指 曾 曲贿钧 虽贿钧

挥 鹏 曹鹏 曹鹏

演
上 友

文
上

出
海 谊

化
海

宙
音 电 音

查 广
乐

地
乐 影

场

点
厅 院 厅

演

出 公

原 演

因

宙
V V V V V

查

于 于

会
宙

会
于

泳
查

泳 徐
会 中央国务院文化组

人
’ 海

泳 及于会泳、徐景贤
、

刘 涛 徐
员

庆 景

棠 贤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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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 1974年 l 975年

1

月
1月 2月 4．11月 11月 10月2只 10月

19

日

演

出
9 帕 9

场

次

指 黄贴钧

挥 管鹅
曹鹏

演
上

出
海

文 文 文

宙
音

化 化 化

查
乐

广 广 正 广

地
厅

场 场 场

点

式

演

出 赴广州参加 赴澳丈利亚、新两兰，

演
原 广交会演出 香港巡回演出

因

出

宙

查
赴京审查

宙

查

人

员

各

注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创作演出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1967年9月至10月。1967年9月，上海交响乐团在文化广场进行了革命交

响音乐《智取威虎山》首场试验演出，由曹鹏指挥。乐团在1967年9月到lO月期间共进行

了14场试验演出，社会反响强烈。“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最初是交响乐团为京剧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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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演出形式，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青年京剧团(即京昆剧团)、上海合唱团、上海戏剧

学院、上海市戏曲学校联合排演。演员主要来自上海青年京剧团，导演和舞美来自上海戏剧

学院，交响乐队中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二胡、京胡、板鼓、打击乐器等演员由戏曲学校来担任。

交响乐队基本上是为京剧《智取威虎山》伴奏，剧情虽然不是像同名京剧那样完整，但大多

数的故事情节都有所保留，有对白，演员演出时穿着戏服。

第二时期，从1967年末至1969年6月。乐团开始模仿《沙家浜》改编成清唱剧，并在

1968年9、10月进行了共计9场的演出。1969年5月至6月上海市革会政宣组、市文化系

统革委会筹备组领导徐景贤、于会泳等进行审查，并组织专场演l山招待解放军，演出后创作

组上门征求意见。

第三时期，1969年6月至1970年5月。为了加强创作人员对部队生活的体验，深入了

解解放军的思想和生活。更生动地描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大形象，描写人民战争的图景，

。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创作组主要成员于1969年6月至7月间，到浙江舟山蒋儿坳

的岛上，体验了为期一个月紧张、实战的部队生活。之后又对作品进行修改。1969年7月

至1970年5月，经过修改的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第三次向社会进行“试验演出”，演

出场次共计61场。

第四时期，1970年秋至1973年4月。从1968年开始，为拍摄“样板戏”电影，京剧《智

取威虎山》进行了重大修改。根据同名京剧移植、改编的“交响音乐”，为了更好的把握现

京剧音乐的修改，上海交响乐团曾于1970年秋，派5口『克俭，曹鹏、和一位演奏员三人，到北

京跟随当时在京拍摄电影的《智取威虎山》剧组．向主要创、演人员学习了一个月，并对“交

响音乐”《智取威虎山》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同时，为了在合唱中更好地演唱出京剧的味道，

乐团也组织合唱演员学口目京剧。

1970年11月根据审查中的意见，。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又进行了第四次重大修改。

并从1971年6月至1972年2月，“试验演出”了34场。之后至1973年4月间。国务院文化组领

导于会泳、刘庆棠和市革会徐海涛、徐景贤等多次审查，并进行修改后，又经过了多次的“试

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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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上海交响乐团存档的一张1971年的演出海报

第五时期，1973年4月至11月上海交响乐团携“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赴北京接

受审查。同年底．上海乐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接受江青的审查。根据江青意见，作品

在北京再次进行修改定稿o．在1974年1月19日，上海乐团在上海演出了已经定稿的。交

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同年5月，国务院文化组“初澜”写作组在‘京剧革命十年》一

文中写道：。近几年来，继八个样板残之后。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

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革命现代舞剧Ⅸ草

原儿女》．《沂蒙颂》和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新的革命样板作品的先后诞生，⋯⋯”

。这表明这个作品已正式被列入了。样板戏”的行列。

。据‘上海交响乐团大事记，记蓑，1973年5月下旬．上海交响乐团对外宣布与上海合唱团合并为上海乐团

。根据2005年9月26 FI采访阿克俭录音整理

。初谰‘京剧革命十年’载‘红旗’1974年第7期第67页



图二：成为。样板戏”以后，t976年第一朝《人民音乐》封琏刊载的演出剧照

对于历时近八年的创作改编，当时有报道说“修改了十几稿”。。实际上在进行重大修

改的每个时期中，又都进行了无数次的小修改。据创作组组长阿克俭回忆：“这部作品的总

谱真是不得了，很多很多，就是修改这个Ⅸ威虎山》，一次不行，再来，所以我现在眼睛很

坏，开夜车开得太多呀，那个白的纸头，一直这样看，很伤眼睛的．”

o
t上海乐团刨作、演出革命交响音乐<智取成虎山)工农兵群众热烈赞扬运部作品革命气势谤硝．民族色

彩浓厚．交响效果强烈丰富》载‘人民H报》1974年1月20日第一版



图三：‘上海乐团大事记'封面

第二节创作和演出人员的变迁

“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作为一个历时多年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节目，它的创作和

演出阵容发生过多次变化。

创作组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和其它单位的人员组成。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黄

贻钧任团长期间，鼓励和提倡演奏人员搞创作，因此乐团很多演奏员有过创作的经历。上海

交响乐团先后参与过该作品创作的人员有奚其明、曹鹏、阿克俭、梁寿祺、马培元、郑德仁、

高士恕、李跃伦，李牧真、姚文华，王耀华，黄贻钧等。在以上创作人员中，除奚其明为专

业作曲家外，绝大多数为乐队演奏员。上海合唱团参与创作的主要人员有指挥司徒汉等。还

有词作者高义龙和京剧院参与唱腔设计的成员孔进等。但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9

月和1976年9月出版的‘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和‘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

虎山)主旋律乐谱》时，作者均署名为“上海乐团创作”．

1969年之前，由奚其明担任创作组长。1969年因所谓的。西洋小集团”事件被捕入狱。



同年任命阿克俭为创作组组长，原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作曲沈利群作为主创人员介入。1971

年后，黄贻钧被“解放”后，也参与了创作和指挥。

图四：当年创作组组长阿克俭

其间参与创作的人员还有：

于会泳曾参与了第一乐章。乘胜进军”和第九乐章。胜利会师”合唱唱段的唱腔设计；

在创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为丰富作品的表演形式．决定将原剧中李勇奇的独唱。这些兵

急人难”改编为无伴奏合唱，并请作曲家朱践耳为这一唱段配写了无伴奏合唱。

演唱。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几位独唱演员主要是从合唱队里选出的。乐团首先

选出了张世明演唱杨子荣，后来由于嗓音条件等原因，改由许幼黎演唱。

演唱参谋长的演员开始是蔡炳才，后改为张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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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五：扮演参谋长的演员张世明

由于在合唱队中没有找到适合演唱小常宝的演员，这一角色最终由上海歌剧院的钱曼华

来演唱。之前中央乐团的李谷一，也演唱过小常宝，在1975年秋季，她当时作为演出小常宝

的B角演员，跟随上海乐团到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演出。

图六：分别扮演常宝和杨子荣的演员钱曼华(左)、许幼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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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1976年10月刊物“China Reconstraye”。刊登的上海乐团当年在郊区露天为农民演出的图片

o。China Reconstruye”是一本文革期间对海外发行的期刊，译有德文、法文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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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音乐分析

根据清唱剧这一音乐体裁的特点，“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通过对原京剧音乐的合理

剪辑，以及统筹安排，并由此进行了一系列综合化艺术处理，概括地再现了原剧的斗争内容

和主题思想。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对这部清唱剧作品进行音乐分析，分析材料以1975年9月公开出版

的总谱为依据。

第一节作品的整体结构布局

原京剧的剧情描写了一九四六年冬，我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取得辉煌胜利，为落实毛

主席“建立巩同的根据地”的指示．某部团参谋长率一支追剿队进入深山，发动群众、组织

民兵，以便消灭逃进威虎山的座山雕土匪武装。参谋长派侦察排长杨子荣改扮土匪．打入威

虎山。杨子荣多次战胜凶恶、狡猾的座山雕的盘问与试探，取得了座山雕等人的信任，被封

为威虎山“老九”。他利用“九爷”的身份，以“练兵”为名，送出了情报。在追剿队得到

情报整装待发之际，被我方逮捕的土匪栾平在被押解途中逃剑威虎山，给杨子荣造成了严重

威胁。但杨子荣临危不俱，通过机智，主动的出击，不仅化险为夷，并亲手处死栾平。最终

他与追剿队里外合应，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清唱剧(oratorio)是一种介乎于歌剧和康塔塔之间的多乐章大型声乐套曲，采用包括

独口昌、重唱及合唱，以及由管弦乐队伴奏等音乐艺术手段。清唱剧这种艺术体裁形式的主要

特点表现为：在演出时没有布景、服装和动作；各乐章的歌词在内容上较具有连贯性；作品

的篇幅较大，有鲜明的戏剧结构和情节，富有史诗性和戏剧性。o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在

移植和改编的过程中，在原剧的基础上从音乐和戏剧情节的两方面对原剧进行提取和精炼，

使之符合清唱剧的体裁要求，从而使整部作品结构严密、紧凑。这也是区别原京剧音乐体裁

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

作品在对原京剧材料的剪裁中，分别截取了“英雄人物”杨于荣：“正面人物”指挥作

战的参谋长、受苦人比群众常宝、李勇奇的代表性唱段，作为组成各乐章的基本材料：

第一乐章“乘胜进军”：序曲，由新创作的合唱和杨于荣在原京剧第四场中的“共产党

员”唱段，构成了该乐章的合唱和杨子荣的独唱；

第二乐章“夹皮沟遭劫”：以原京剧第二场的“幕间曲”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器乐合奏；

第三乐章“深山问苦”：运用了原京剧第三场中的“只盼深山出太阳”、。管叫山河换新

装”唱段，分别构成了常宝的独唱和杨子荣独口昌及与常宝的二重唱；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音乐舞蹈卷hup：H192 l胡．10201：918／web／index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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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乐章“誓把反动派一扫光”：由参谋长在原京剧第四场中的唱段“誓把反动派一扫

光”，构成参谋长的独唱与合唱；

第五乐章。迎来春色换人间”：运用了原京剧第五场中杨子荣的唱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构成了杨子荣的独唱与合唱：

第六乐章。发动群众”：将李勇奇在原京剧第七场中的唱段“这些兵急人难”和“自己

的酞伍来到面前”，分别被改编成了无伴奏合唱与合唱：

第七乐章“胸有朝阳”：由原京剧第八场中杨子荣的口目段“胸有朝阳”构成的独唱：

第八乐章“滑雪、战斗”：以原京剧第九场“急速出兵”中的“滑雪音乐”为素材，发

展创作的一段器乐合奏；

第九乐章“胜利会师”：终曲．新创作的合唱。

在这九个乐章当中，以“英雄人物”杨子荣的唱段曲调为音乐戏剧情节发展的主线，参

谋长、常宝、李勇奇三位“正面人物”的唱段则为加强和突出英雄人物起到了烘托辅助的作

用t从而更加揭示了杨子荣形象的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衬托了人物的英雄形象。同时也简

洁而生动地概括了整个事件，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

清口目剧《智取威虎山》基本保持了原唱段旋律风格和音乐结构不变。作品所选的以上唱

段本身都具有较强的戏剧性。一是这些口昌段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人物的主要思想性格，如杨子

荣的智勇双全和对党的赤胆忠心，参谋k的沉着稳健，常宝和李勇奇对阶级敌人的满腔仇恨

和剿雕的坚定决心。二是这些唱段大多是人物处在特定的情境或尖锐的戏剧矛盾冲突之中，

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剧中人物内心复杂的思想情绪变化。

从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上看，首尾两首合唱作为前导和总结相互呼应；以表现杨子荣的“共

产党员”、“管叫山河换新装”、“迎来春色换人间”，。胸有朝阳”四曲为主干；以常宝、参谋

长、李勇奇的口昌腔曲调为烘托；以第二乐章和第八乐章的两首器乐曲发挥了用音乐手段表现

戏剧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

作品的九个乐章从故事发展的情节来看，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五个乐章描述了杨

子荣只身上山前的剧情发展过程，描写了夹皮沟劳动群众受座山雕匪帮迫害以及他们奋起斗

争的情景，揭示了广大劳动人民同反动派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为揭示戏剧性的矛盾冲

突做了铺垫，以“迎来春色换人间”达到了前、}部分的高潮。后四个乐章描弓了杨子荣深入

虎穴到最后歼灭顽雁取得胜利的过程。其中“发动群众”是全曲故事发展的转折点，在突出

表现了英雄人物杨予荣的同时，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也在觉悟。最后一个乐章“胜利会师”

高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飘扬”，形成了全曲的高潮。

第二节清唱剧中合唱的处理及和声复调在合唱中的应用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卢乐部分，独唱基本保持了原京剧的唱腔没有变化；合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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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唱剧必不可少的、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占有较大的

比重。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合唱安排，有完全创作而构成独立段落和独立的乐章的，如

第一乐章“乘胜进军”中的合唱和第九乐章“胜利会师”；

有根据原单卢部的京剧唱段创作改编成重唱和合唱的。如第三乐章中的“管叫山河换新

装”．这段唱腔的后半段被改编成了常宝与杨子荣的二重唱；第六乐章“发动群众”中的“这

些兵急人难”和“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在这部作品中被分别改编成了无伴奏合唱和合唱。

在一些口邑段中，加入了有烘托渲染情感表现，或起到铺垫作用的辅助性合唱。如第四乐

章“誓把反动派一扫光”、第五乐章“迎来春色换人间”，分别运用了混声合唱、女声合口g及

男卢合唱。

这里虽然是对不同类型的合唱加以分类．但这些合唱的创作与原唱段京剧风格结合得较

好，并对原唱段有效地起剑了润饰和增色的作用。

一，由合唱构成的独立乐章

在由新创作的以合唱构成的独立乐章中，曲作者并不是按照西方曲式规范进行音乐的构

架，而是根据京剧板式连缀的结构原则进行音乐的组织。由于没有了京剧【西皮】、【二黄】

两个腔系在一个唱段中不能混用的限制，合口昌根据京剧唱腔中【两皮】，【二黄】两个基本腔

系中生角、旦角不同板式里的主要音型、润腔的艺术表现特点，以及速度灵活多变等总体特

征，以这些段落的思想情感表现要求为前提，进行了综合运用。

【两皮】和【二黄】这两个声腔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一般地说，西皮的旋律起伏变化

较大，节奏紧凑，口昌腔较为流畅、轻快、明朗、活泼，适合于表现欢快，坚毅、愤戆的情绪。

二黄的旋律平稳，节奏舒缓，口昌腔较为凝重、浑厚、稳健，适合于表现沉郁、肃穆、悲愤、

激昂的情绪。。曲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把握了这两个腔系所表现的不同的音乐情绪．运用在了

作品中，表现了不同的音乐情感。

以第一乐章“乘胜进军”中的合口吕为例．该乐章为A微调，共分为两个乐段。

第一乐段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音调发展而成的豪迈雄壮的乐队前奏开始，由

前奏导入震撼人心的混声合唱“向前!向前!向前■将我们带进了解放战争时期，描写了

人K解放军奋勇前进的情景．点明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杨子荣产生的时代背景。“破风雪、

迎曙光”将音调变弱，生动地描写了追剿队奔驰在东北战场上的英勇形象。

这一乐段以高亢的【两皮】腔系为基础，由两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合唱开始由主和

弦构成．接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阳”字上形成长拖腔，并分别停在了稳定的主和弦

和属和弦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戏曲曲艺卷hi=Ip：／／192．168．10 20l：918／web／index．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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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乘胜进军”第一乐段第一乐句开头。

女醋
女慨詈

男高音

男慨音

}。磊磊!高南；7妄晶P‘，会二一‘向前向前!向前
’

我们的队 ’伍——l

【仉几l f正≮}厅!鼎：．1高
，⋯一，E—_E—。 ．． -．一‘ ．． ^ ， ．

第二乐句“破风雪、迎曙光⋯⋯奔驰在东北战场”，其中“战场”建立在了六级和弦上，

形成了拖腔，最后结束在了主和弦上。第一乐段结束，交响乐队以简洁有力的快速伴奏逐渐

向京剧三大件的伴奏转变，体现了鲜明的京剧音乐风格，并为接下来【慢三眼】唱段的演唱

在音乐上做了准备。

第二乐段采用抒情的【二黄】腔系，同样由两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前半句由女高音声

部以【慢三眼】板式轻柔、亲切地演唱出“毛主席挥巨手”，在“席”字拖腔结尾加入了女

中音。。手”字的拖腔顿挫有力，抒发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席”和“手”字两

处拖腔分别结束在了从属和弦和属和弦上。这一乐段与前面气势雄壮的合唱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慢三眼】作为京剧唱腔中音乐性最强的板式，曲调旋律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善于表

达人物的内心情感。4因此，这一乐句成为了第二乐段中的核心部分。

谱例2：“乘胜进军”【慢三眼】唱段开头。

暇三露】
景切、褥覃地

生商量

赢鲷
京二胡

琵誓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黄钧徐希博主编‘京剧文化辞典》第162页汉语大词典H{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摘自I：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潜》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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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句“指引方向”加入了男声合唱，在“向”字上形成了拖腔。紧接着男卢合唱亲切

地唱出“人民军队高举红旗向前方”，“前方”做渐慢处理。“建立巩吲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

武装”速度慢起渐快，在乐句间歇处小号以0 Q坚l X X殳号角召唤式的伴奏音型穿插。这段

演唱充分发挥了男声演唱的艺术表现力，更加凸显了后面的混声合唱“披荆斩棘志如钢”的

雄壮豪迈。“追剿队”加入了女声合唱，以mp的力度快速演唱至结尾，乐段最后结束在了微

调式的主和弦上。整个乐章前后对比强烈，抒发了赞扬和热爱的感情。

谱例3：“乘胜进军”第二乐段第二乐句小号召唤式的伴奏音型“

男高音

男幢詈

建 立 巩 固 根据地 发动 群众 扩大武装

终曲乐章“胜利会师”这一乐章为A宫调，与第一乐章的调性形成了呼应。该乐章共分

为三个乐段。第一乐段乐队齐奏，奏响了明朗的大三和弦，混声合唱以激动昂扬的情绪唱响

了胜利的凯歌“威虎山上红旗飘”。唱段开始建立在了稳定的主和弦上，“胜利会师豪情激荡”

一句形成了拖腔，落在了四级重属和弦上，乐段最后一句“云开雪化迎来曙光”的句尾拖腔

由二级重属和弦开始，最后停在了主和弦上。

谱例4：“胜利会师”第一乐段开头9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摘自f：j每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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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段男声合唱坚定有力地唱出了“解放军乘胜前进”之后渐慢，女声合口昌加入以慢

起渐快的速度演唱，“越战越强．解放全中国，消灭蒋匪帮”。接着是一个复调乐句，以男声

合唱演唱女声合唱模仿呼应的形式唱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主旋律“向前!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跟着共产党”。乐句晟后6小节回到了主调形式。

谱例5：。胜利会师”第二乐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复调乐句。

向的向前莪们的队伍向太阳向前向前向前 跟着中国其产

l‘越描妻主；妻’_‘ 蒜拣高南．纠u占南蒜蒜高靓
!内伽奠啦’姓殛5虹嘲i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204--207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975年9月第一版



第三乐段开始乐队奏响了宽广有力的音调。在音乐上采用了模进的手法，感情层层推进，

最后达到了全曲的商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飘扬”，宏伟、雄壮。乐

曲慢速但并不拖沓．坚定有力。在乐队的烘托下，经过了三次重复“永远飘扬”，突然在“扬”

上弱音，然后再逐渐加强音量，晟后速度达到了极快，在力度与速度大幅度的对比中，以宏

伟、庄严、辉煌的气势结束了全曲。这一乐段从整体上讲采用了较规整的和声进行，尤其是

“永远飘扬”最后～遍重复的和声进行结束在圆满终止上。

谱例6：“胜利会师”第三乐段末句“永远飘扬”最后一遍重复。

童醋
主低莒

男商音

男惬音

[n一筵蘑萎蠡虽趣
i盒易洌乒迪：出剁||i{

二、由原单声部的京剧唱段创作改编的合唱

在充分发挥合唱独立艺术表现功能上，以根据原京剧唱腔创作改编成合唱的，第六乐章

中的无伴奏合口昌“这些兵急人难”和合唱“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两个唱段，晟为突出。

“这些兵急人难”体现的是铁路工人李勇奇面对解放军热诚救助自己贫病交加晕倒的母

亲，持有“自古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观念的他，内心所产生的疑虑和凼惑。

这段无伴奏合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降B宫调．乐曲由三级和弦开始，之后两小

节是以属和弦为低音建立的三级和弦。无伴奏合口昌在缓慢的速度中以弱起的小三和弦构成，

色彩略显暧昧的混声哼鸣，营造出了疑惑、扪心自省的思索气氛。接着【二黄三眼】唱段，

引入了男高音“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男低音接踊而入，之后在明朗的大三和弦上以

女声合唱复调式的呼应重复“治病救命”。至此，第一层次前半句结束。和卢进行结束在宫

调式的主和弦上。

谱例7：无伴奏合唱“这些兵急人难”第一层次前半句o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212—214页上海人民出版
杜1975年9月第一版



后半句为F宫调，“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运用了主调和声织体和复调冈素，突

出了李勇奇被解放军的热心救助所激起的内心变化。在“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这

三个句逗结束时，分别由男低音和男女低音对其进行重复。这半句和声进行较平稳．结束在

了调式的主和弦上。

谱例8：无伴奏合唱“这些兵急人难”第一层次后半句。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潜》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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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次为降B宫调，前半句“自古来兵匪一家”运用了复调织体，采用了卡农式模

仿，先由男女低音演唱，男女高音以上八度后两拍的模仿条件对其进行模仿。这半句以愤怒

的感情，中速和稍强到强的力度变化，通过低音和高音声部此起彼伏的处理，表达了民众沉

痛的感受。后半句“欺压百姓”由前半句发展而来到这半句汇聚成了主调和声织体，由P

到ff的力度变化，强有力地控诉了兵匪勾结残害百姓的愤怒。和声进行结束在主和弦上。

谱例9：无伴奏合唱“这些兵急人难”第二层次复调乐句。

女矗雷

女低罾

男商雷

男f矗_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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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次为降B微调。“今日事却叫人难消疑云”是主人公又陷入了激动的思考之中，

在稍慢的速度和大幅度的力度变化中，女声合唱在前半句男声合唱持续低音的映衬下唱出，

稍后男声合唱以复调的性质对“却叫人难消”进行呼应，表现了李勇奇疑虑重重的心态。“疑

云”用在了主调性混声合唱后，配合女高音所唱的主旋律蜿蜒曲折的长拖腔．在其长音和呼

吸间隙中，女低音和男高音声部又前后交替进行节奏疏密不等的对比性复调的穿插，最后则

结束在由五度构成的空泛的和声上。

谱例10：无伴奏合唱“这些兵急人难”第三层次9

q商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奉)‘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潜》第13卜136页上海人民出版
杜1975年9月第一版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思考、矗动地

这段无伴奏合唱通过简约而有效的和声配置，和各个声部复调、主调合唱有机的交替，

特别是充分注意到了无伴奏合唱过程中每个乐句不同声部间的呼吸和衔接的细腻处理，从而

较好地发挥了无伴奏合唱特有的艺术魅力．层层递进地展现了主人公思绪万千，心潮澎湃的

情态。

而描述李勇奇觉悟了的“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紧接着前面的无伴奏合唱唱段。乐曲

开始加入了乐队，管弦齐鸣，犹如石破天惊之感，以较快的速度和ff的力度奏出了简短的

引子，同前面口昌段慢速的PPP强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破了之前乐曲疑惑、沉思的乐思，

表现了经过解放军的宣传，顿消疑云，受苦群众迸发出革命热情的情景。

谱例11：。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乐队开头”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本文谱例中乐队部分均根据该总谱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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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唱段由【二黄碰板】【原板】【垛板】三种板式组成，根据唱段的板式结构和唱词的内

容，分别采用了多种合唱形式。【二黄碰扳】为降B商调。采用了主调和声织体，由混声合

唱声势宏大、激情迸发式地唱出了“早也盼晚也盼望穿舣眼”，板式末句“自己的队伍来到

面前”在“前”字上形成长拖腔，拖腔的和声进行结束在了调式的主和弦上。接着乐队伴奏

风格一转，引出了速度稍慢的【原板】，为降B羽调。采用了男中音二至四人的齐唱，细腻

地表达了他错怪亲人真挚而羞傀的感情。

谱例12：“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唱段开头。

“三十年”采用了女声合唱，“做牛马天日不见”引入了男声合口吕。之后，由男中音齐

唱“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伤疤，我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表达了“愤怒”、“悲痛”

复杂的音乐情感。而自男声合唱“乡亲们悲愤难诉愁和怨”一句之后，采用了混卢合口昌和男

女声部合唱对唱交替的安排方式，这句合唱将乐曲要表达的从“仇恨”、“无助”到“新生”

的感情转变演绎得十分到位。

谱例13：“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原扳】混声合唱表达的“仇恨”“无助”的唱段o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37一138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5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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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垛板】为降B徵调式。表示了他紧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从此我跟定共产

党把虎狼斩”一句，通过混声合唱的形式，低音和高音有序的安排，使合唱音响效果错落有

致．再接以混声合唱的手法，形成了一往无前的气势。合唱最后结求在了徵调式的主和弦上。

谱例14：“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垛板】中的男女声合口吕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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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乐章采用了无伴奏合唱和合唱两种合唱类型。在创作上，无伴奏合唱“这些兵急人

难”主要运用了复调的写作手法；合唱“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则运用了主调织体，在和声

配置上多采用柱式和弦的连接。前者表达了情感性的音乐语言，而后者通过创作手法有效地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潜'第143一I“页上海人民出版
杜1975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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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75年9月第～版



组织音响所传达出的力量性的音乐情感与前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整个乐章在前后鲜明的强弱，调式的转换，速度和张弛的对比中，结合板式、乐句间多

种合唱形式、乐队的合理应用，将李勇奇由疑虑不安到疾呼出他斗争决心的过程，逐层递进

地得到了揭示。

三，与独唱连接的渲染性合唱运用

在为渲染或铺垫情景气氛、辅助独唱唱段的合唱方面，则以第四乐章的“誓把反动派一

扫光”和第五乐章的“迎来春色换人间”颇具特色。

在第四乐章“誓把反动派一扫光”中参谋长的独唱表达了他对饥国河山的热爱，誓要遵

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把虎狼斩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他的稳健沉着、深谍远虑。这一唱段

由【二黄导板】【回龙】【慢板】【原板】【垛板】板式组成。该乐章为D宫调，在乐队简短的

引子之后，合唱开始伴着乐队弦乐组模仿风声的效果。在这样的音乐背景的烘托下，参谋长

从容地唱出【二黄导板】“朔风吹、林涛吼”。

谱例15：“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混声合唱模仿风声效果及【二黄导板】唱段开头。

，．P～多}卞’．千玎P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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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上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83—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9月第一版



在这个板式中合唱队以仿声词“啊”、“噢”形象地模仿了风声、松涛声和峡谷的同声，

渲染了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这一乐句合口昌的和声进行变化频繁，重属和弦和转位和弦的多

次应用增加了不稳定性，从而达到了用音乐手段形象地描写自然音响的目的。

谱例16：“誓把反动派一扫光”[--黄导板】唱段中重属和弦和转位和弦的应用。

独咀

女高音

虫怔音

男商音
男慷音

【同龙】【慢板】为参谋长独唱。【原板】“党中央指引着前进方向”这一乐句可分为三

个句逗，“党中央”、“指引着”、“前进方向”。在每个句逗结束后合口昌队采月J口昌词“啊”进行

伴唱。第二句逗“指引着”伴以“东方红”的曲调进行烘托，更加突出了伟人毛主席光辉的

音乐形象，并且突出了一名指挥员崇高的精神境界。

谱例17：“誓把反动派一扫光”【原板】唱段开头合唱队以复调形式，伴以“东方红”

曲调烘托。

童膏音

女低舌

舅斋蕾
男低看

该段扳式的末句“革命的烈焰势不可捎”和接下来【垛板】的末句“誓把反动派一扫光”

均采用了混卢合唱，起到了加强声势的作用。乐队伴奏，长笛、双簧管和弦乐以避及圆号
x．兰星的节奏在大三和弦上构成同音反复，形象地模仿了进军的号角a这一乐章通过不稳定

和弦的应用、采用合唱模仿自然风声的效果、“东方红”固定曲调的穿插等多种音乐创作手

法丰富了唱腔所要表达的意境。

o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潜》第85一％页上海人民出版杜
1975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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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8：“誓把反动派一扫光”【原板】末句乐队伴奏模仿进军号角。

支葛f
虫低音

舅高音
舅低音

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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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乐章“迎来春色换人间”杨子荣的独唱由【二黄导扳】【回龙】【原板】【散扳】【西

皮快板】板式组成。乐曲以O宫调开始，在乐队的引子后，杨子荣在紧拉慢唱中唱出【二黄

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一乐句可分为四个句逗，“穿林海”、“跨雪原”、“气冲”、

“霄汉”。每个句逗结束，由合唱队模仿“回声”的演口昌方式，以mp到pp的力度，节奏宽

广的复调加以呼应．体现了英雄杨子荣的歌声在峡谷震荡同响，“千百万阶级兄弟在身旁”的

内心活动。和声进行依次建立在了属和弦、六级和弦和主和弦的持续低音上，在平稳的和声

进行中，有效地造成了空谷悠长的回声效果。

谱例19：“迎来春色换人间”唱段开头。

o摘自上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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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龙】为独唱。【原板】杨子荣独唱“急令飞雪化春水”后转为【散板】。【散板】开

始以木管和低音提琴奏出音域宽广、音色明亮的和声，之后竖琴与梆笛的依次加入奏响了舒

展瑰丽的旋律，共同勾画出雄伟牡美的意境，形象地勾勒出了唱词“迎来春色换人间”提示

的景色。紧接着乐曲转为A宫调。加进了合唱，先由女声合唱唱出“急令飞雪化春水”，在

“迎来春色换人间”处演变为了混声合唱，使其气势逐渐扩大。这两句合唱通过深切舒缓的

优美旋律，展现了春满人间的美丽图景，使英雄人物的思想得到了升华。

谱例20：。迎来春色换人间”【敌扳】唱段开头o

I
蛘；；；

【两皮快板】转回D宫调，在每个口目句后半部分，英雄人物欲付诸行动，富有动感的唱

词上，如。插进威虎山”、“埋葬在山涧”、“雄，it,震深渊”、“捣匪巢定玎q它地覆天翻”等，分

别加进了坚强有力的合唱同独唱呼应，加强了杨子荣独唱的力度和斩钉截铁剿顽匪的决心。

从而形成了一领众和，气吞山河的艺术效果。

谱例21：“迎来春色换人间”【两皮快板】合唱周独唱呼应。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奉)<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2卜12l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5年9月第一版



该乐章的唱段由于音调本身就是京剧唱腔，构成主调和声的辅助声部都是为了突出主要

唱腔的旋律，为此不仅没有削弱其京剧音乐风格．反而强化了情绪表现，有助于深化杨子荣

内心活动的挖掘。这一乐章的合唱速度、力度、高度变化频繁，采用了和声、复调等写作手

法，在音响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作为一部大型声乐套曲，通过对各种声乐演唱形式(独唱、重唱、

女声合唱、男卢合唱、混声合唱)从整体到每个乐章的安排，都是在依照原京剧的原则下精

心而缜密进行的。在合唱方面，作品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合唱统一的设计和运用．使各乐章既

相对独立，鲜明地体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内心变化，同时又使各乐章有机地串连起来，完

整地交待故事情节的发展。在音乐结构、旋法、润腔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均遵循了京剧唱腔

的风格原则。因此同原独唱的风格保持了一致，而且合理地运用了声乐的多声手段，达到了

增强艺术形式创作的手段和丰富艺术表现力的目的。

第三节 乐队在清唱剧中的应用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的乐队编制采用了交响乐队保留了京剧“文场”、“武场”，加上

民族乐器的构成形式。

交响乐队在为这部大型声乐套曲扩大艺术表现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乐队在其中的

作用，一是以新创作的独立的纯器乐章节和段落，起到了情节或场景过渡性描述的交代作用。

因为清唱剧只能将原剧的部分重点性唱段作选择性的截取，与京剧不同，它不能_}f=|对白等手

段交待剧情的发展．所以借助器乐乐章或段落，把唱段之间的情节作简练必要的描述和交待，

使各乐章的唱段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成为了乐队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正是有了“序曲”

4摘自上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3卜13I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5年9月第一版



开始乐队的引子所营造出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强烈的历史氛围，其后气壮山河的混声合唱的出

现才顺理成章；也因有了纯器乐的第二乐章“夹皮沟遭劫”，才会引出三、四、五、六、七

的唱段；同样，若没有第八乐章“滑雪、战斗”。第九乐章“胜利会师”就无从谈起。这些

纯器乐的乐章和段落，因乐队的交响性、戏剧性艺术表现功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而且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二是在为英雄人物的唱段伴奏时，发挥了辅助和补充的

作用：在独立塑造音乐形象时，注意到了环境气氛和人物内心的关系，以情景交融的方法完

整地塑造了音乐形象，交代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一．独立的器乐段落

以第二乐章“夹皮沟遭劫”和第八乐章“滑雪、战斗”为例。这两段器乐曲是以原京剧

音乐为素材新创作的两段纯器乐合奏，前者具体细致地表现有情节的内容，后者采用了概括

的手法描写事件。两者所表现的内容都是特定的。

“夹皮沟遭劫”素材取自原京剧第二场“夹皮沟遭劫”。原剧情描写了威虎山土匪座山

雕率众匪到夹皮沟抢劫。以李勇奇为代表的广大受苦群众与顽匪奋力反抗。土匪将李的孩子

摔下了山涧，同时座山雕开枪，李妻为掩护李而中弹身亡。祸从天降，李勇奇和李母悲痛、

绝望，誓要报仇血恨。

这一乐章为D宫调。第一乐段用弦乐颤音奏出一句缓慢的旋律，描写了东北寒风凛冽的

恶劣天气。之后中提琴和低音单簧管奏出了阴森、奸诈的音调，紧接着铜管乐器的加入更笼

罩一种恐怖、不安的气氛，使座山雕来夹皮沟烧杀抢掠的反面形象由远及近，历历在目。这

时弦乐在级进上行的旋律之后，乐队齐奏快速有力地奏响了李勇奇的主题音调，环绕级进的

十六分音符和小提琴_}}】颤音演奏的上行半音阶，表现了以李勇奇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对顽

匪的满腔仇恨和奋起反抗。

突然一声鼓钹响，第二乐段开始，座山雕开枪杀人，乐队奏出了增六度和弦和减三和弦，

随后扳胡奏出高亢萦同的下行旋律，接着是一个由降七音重属和弦剑属和弦的解决，一系列

不协和和不稳定和弦的应用，更加表现了亡妻后李勇奇和李母极度震惊、悲恸和激愤的情绪。

谱例22：“夹皮沟遭劫”第二乐段开头不协和和不稳定和弦的应用9

。摘自i-．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34



板胡

扳圳以其特有的音色干¨表现力对人物的内心作了深刻的揭示。随后弦乐所表丛的悲愤的

音乐情感犹如满弦的弓箭，在一系列三连音的演奏中爆发。最后音乐由慢剑快，表现了李勇

奇“刀劈斧剁要把血债偿”的决心。音乐结束时以惊慌错乱的音调、渐慢和渐弱的速度和力

度的处理，刻画了座山雕的逃遁。

谱例23：“夹皮沟遭劫”第二乐段弦乐演奏的三连音。

0
这段器乐曲，不仅利用交响乐队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对土匪扫荡的卑劣行径和广大受苦

群众水深火热的生活作了简单有力的描摹，而且通过不协和和弦的加入、配器加厚等织体的

变化，将深沉痛切并蕴含仇恨与愤怒的情愫抒发推向了高潮。

“滑雪、战斗”由滑雪和战斗两段音乐构成(两段乐曲连续演奏)。素材取自原京剧第

九场“急速出兵”的“滑雪音乐”，原是一段为相对独立的舞蹈段落谱写的器乐曲。原剧情

描写了参谋氏率追剿队和民兵队伍急速出兵，在途中迎风滑雪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山高路

险的凼难，直捣威虎厅的过程。这段器乐曲的剧情发展依照原京剧剧情展开，多侧面地刻画

了追剿队英勇顽强的精神风貌。

“滑雪、战斗”这段器乐曲在用音乐描写具体的事件和内容时，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曲

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了西洋作曲技术中连续转调的手法，采用了不同的调式调性，以推动音乐

的发展，增强音乐的表现力。整个乐段的曲式结构安排如下：

o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奉)‘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 + 连接+B+ 连接-6 C + 尾声

D宫调 A宫调E宫调 F宫调 G宫调降E宫调

A乐段开始为D宫调，以快速有力的滑雪音调出现，刻画了军民携手打进威虎山，勇往

直前的形象。

谱例24：“滑雪、战斗”A乐段快速有力的滑雪音调9

接着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2小节的简短旋律的连接，

转到了A宫调，引出了大提琴演奏的“迎来春色换人间”中描写杨子荣只身驰骋在林海雪原

的主题音调。

谱例25：“滑雪、战斗”A乐段大提琴演奏的杨子荣的主题音调3

大捏掣

B乐段转入E宫调，由木管演奏杨子荣的主旋律，表明了杨子荣的战友和阶级弟兄积极

配合英雄人物里应外合歼灭敌人的情形。之后4小节的连接转入了F宫调，由小号奏响了嚎

亮的号角，以同定的节奏为乐曲向C乐段过渡做了铺垫。

谱例26：“滑雪、战斗”B乐段与C乐段连接的小号节奏。

小号

C乐段为G宫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的曲调展开，先

由小提琴奏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主旋律。之后，在木管和弦乐级进环绕的十六分

音符的烘托下，主旋律换由圆号和小号演奏，旋律上行模进。紧接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大管、圆号以x．x xO的节奏上行模进并伴有打击乐器。这时，小号和长号再次吹响了胜利

的号角。这段乐曲形象地描写了剿匪小分队深入敌胸膛，勇敢杀敌，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

谱例27：“滑雪、战斗”C乐段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大管、圆号演奏的上行模进

4摘自t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戚虎山)总谱》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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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尾卢，乐队采用了京剧锣鼓曲牌中描写人物走投无路、慌乱败亡时所州的【乱锤】

节奏，以每小节七个八分音符不稳定的节奏下行模进。渐慢、渐弱的演奏，引出低音单簧管

下行半音的音调，形象地表现了敌人狼狈溃败、彻底覆灭的下场。

谱铡28：。滑雪、战斗”c乐段【乱锤J节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根据各个乐段所描弓的不同情节，整个乐章通过调式调性转换

的手法，有效地区分了各个乐章，成为了划分各个乐段的重要标志。

这一乐章不仅与“夹皮沟遭劫”形成鲜明的对比，还与第一乐章“乘胜进军”形成了呼

应，共同采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音调，为“胜利会师”作了铺垫。这两段器乐合

奏在气势上和音响上形成了前后鲜明的对比，通过描写这里是暗无天日，那里是霞光满天；

。}商自上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奉)‘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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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满腔悲愤，那里是必胜的信念，描写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创作上达到了对比统一

的目的，

二，为声乐唱段伴奏

乐队在清唱剧中的第二个作用，是为声乐唱段伴奏。将唱段所要表现的人物性格和内心

活动．进行良好的铺垫和环境气氛的渲染，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揭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表

现。尽管清唱剧中的唱腔伴奏音乐，无论是过门(包括引奏、间奏和尾奏)，还是托腔(乐

队与唱腔同时进行的部分)，在原京剧大多已有了完整的设计，但清唱剧还是比较充分地运

H4了交响乐队的优势，利州各卢部音色丰富的乐队配置和高、中、低音区音像均衡的特点，

使之在表现功能上大大得到了强化。

交响乐队在为唱腔伴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引奏，为每个唱段所要表现的思想情绪活动．都进行了较好的环境气氛的铺垫。以第一

乐章“乘胜进军”为例。引奏分为两个乐段。第一乐段，全曲开始，在定音鼓和吊钹由P

到ff的演奏中引出了管弦齐鸣，建立在A宫调主和弦上明亮、高亢、宏大的音响。木管和

提琴以级进环绕式的音形、飞速行进的节奏，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势不可挡的情

景。铜管乐器则奏出召唤式的音调动机，显得雄壮激越．乐段末尾交响乐队齐奏《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的旋律，为第二乐段的发展做了铺垫。

谱例29：“乘胜进军”引奏开头。

第二乐段，在木管和小提琴急疾音型的背景下，由单簧管和圆号奏响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进行曲》主旋律。之后加进了长笛和积簧管共同演奏，在进行曲的衬托下更加突出了这支

剿匪小分队驰骋在东北战场上的光辉形象。木管演奏结束．打击乐引入京剧锣钹同木管乐器

共同为小提琴演奏的旋律进行辅助。

谱例30：“乘胜进军”第二乐段单簧管和圆号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主旋律。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l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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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段的结尾处，交响乐队再次奏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

的旋律。为接下来的“序曲”混卢合口吕做了准备。这段引奏在全曲的开始，清楚地交代了故

事所产生的年代和故事的主人公，简单明了地点明了主题。

第五乐章“迎来春色换人间”的前奏，在原京剧音乐的基础上，增加了木管乐器短笛(1

支)，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各1支)，铜管乐器圆号、小号、长号(各2支)，省去了原

京剧音乐中“三大件”伴奏乐器。配器上的改变，不仅增加了乐队音响的厚度，而且加强了

乐队的交响性。

谱例31：原京剧第五场“打虎上山”杨子荣唱腔“迎来春色换人间”交响乐队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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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了清唱剧音乐体裁的特点。

谱例32：。迎来春色换人间”【散板】与【西皮快板】板式的间奏。

瓤!l
?

第七乐章“胸有朝阿”唱段由【二黄导板】【同龙】【镘板】f侠二眼】【二久】扳式编成。

其中【慢板】和【快三眼】是杨子荣想起党的教导，思念战友的一段叙述性口目段；【二六】

杨子荣计送情报，以毛泽东思想为保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两个板式的间奏急促、坚定，

把英雄人物的思绪从【亓I忆转到现实，起到了人物思想过渡和转折的作用。

谱例33：“胸有朝阿j”【快--111a1与【二六】板式的问奏。

乐从

又如第九乐章“胜利会师”的间奏，这一乐章合唱共分为三个乐句，第一乐句和第二乐

句的间奏采用了三连音和十六分音符的音型，以模进的手法将“解放军乘胜前进”的音乐形

象提前揭示。

谱例34：“胜利会师”第一乐句和第二乐句的间奏雪

。摘自E海乐Ng,I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28一129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5年9月第一版

。摘自卜海乐团色q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7I—172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5年9月第一版

。摘自上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2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胜利会师”第二乐句和第三乐句的间奏同样采用了模进的形式，交响乐队奏出宽广有

力的音调，预示了光明美好的前程，感情色彩逐渐加强，将全曲的音乐情绪推向了高潮。

谱例35：“胜利会师”第二乐句和第三乐句的问奏。

乐队；
清唱剧唱腔的乐队尾奏，如第九乐章“胜利会师”。在这段合唱的尾声部分，乐队伴奏

采用了西洋乐器中的大鼓、定音鼓和民族乐器中的大鼓、筛锣等。乐队齐奏气势磅礴，音响

宏大，衬托合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飘扬”，在结尾处把全曲推向高

潮，形成了一幅宏伟的音乐图景。既表现了战斗胜利的欢乐场面，又展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从胜利走向胜利壮丽远景。

三、传统京剧伴奏乐器在清唱剧中的应用

为了让乐队体现出京剧音乐的特色，并发拌交响乐队的艺术表现力，乐队采用了双管编

制的管弦乐队和京剧“文场”的“三大件”。，及“武场”的所有打击乐器。

清唱剧中乐队对唱腔的托腔伴奏，基本按照原京剧的设计。但由于在原有“三大件”乐

器伴奏的基础上加进了西洋管弦乐器，辅以木管节奏或长音的点缀，及低音乐器的多声补充，

与唱腔同步并承担乐句的间奏，使音响效果柔和、饱满，节奏鲜明，更有层次。

1969年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拍摄成电影期间，己经采用了中西混合乐队伴奏，

但京剧“三大件”仍是口昌腔伴奏的主体。在清唱剧中京剧“三大件”同原京剧一样，为主要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潜)第207．—209页上海人民出版

杜1975年9月第一版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的三大件有：京胡、京二胡、琵琶

41

／●●--●／、lJ■、

枞



人物的唱段伴奏。只是根据创作的需要，不同程度地作了适当的删减。

完整的“三大件”在清唱剧中出现在了剧中人物独唱段落当中，如第一乐章“乘胜进军”

中的“共产党员”；第三乐章“深山问苦”中的。管叫山河换新装”；第四乐章“誓把反动派

一扫光”；第五乐章“迎来春色换人间”和第七乐章。胸有朝阳”。“三大件”的伴奏在唱腔

的前奏、过门，间奏中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并作了极具效果的铺垫准备、呼应和

终结。为清唱剧中突出京剧音乐风格，使中、西两种传统音乐体裁有机的结合．在音乐结构

的完整性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大件”在唱腔伴奏过程中起到了烘托感情、渲染气氛的

作用，在剧中其它乐器停顿的情况下．为加强语气、调节节奏也赋予了铿锵有力的音乐感。

在由交响乐队演奏转向人物的独唱段落中，“三大件”的伴奏在节奏上做好了导入张弛的准

备，这在很人程度上溶解了由交响乐队与京剧“三大件”这两种不同的伴奏风格住过渡和衔

接中不自然的问题，使整部作品在音乐风格和音乐性上更趋完美。

颗粒性很强的弹奏乐器琵琶在清唱剧中成为有些独唱唱段的主要伴奏乐器，以强化人物

的性格表现，为增强音乐的表现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乐章“深山问苦”常宝的独唱由【反

二黄导扳】和【原板】两个板式组成。其中【反二黄导板】在叙述“座山雕杀我祖母⋯⋯跳

涧身亡”，琵琶伴以哭诉和叙述性的音调，更加衬托出悲伤的情绪。

谱例36：“深山问苦”常宝独口昌【反二黄导板】中的琵琶伴奏”

桃唾圣垂三暮至蚕委墓耋鱼’-o m匡4莘至
庄 山 I

，杀我祖母蝣．走 { ，量：髂睡莓匡萼塑零垂墨筐骞鳙
【原板】“只盼深山出太阳”，“盼星星盼月亮⋯⋯杀尽豺狼”，琵琶以十六分音符快速和

急促的节奏烘托了常宝急切盼望的心情。

谱例37：“深山问苦”常宝独唱【原板】中的琵琶伴奏9

又如第五乐章“迎来春色换人间”【散板】后的女声合唱、混卢合唱“急令飞雪化春水．

迎来春色换人间”，琵琶以同定的节奏音型型坠配合乐队共同描绘了一幅飞快疾驰的音乐
景象。

。摘自L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潜》第59——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9月第一版

4摘自h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69—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9月第一版

42



谱例38：“迎来春色换人间”【散板】后女声合唱中的琵琶伴奏。

虫高蕾

：tflE音

量琶

还有第九乐章“胜利会师”第二乐段的男卢合唱“解放军乘胜前进”琵琶伴以同定的进

行曲节奏音型!娶，简洁有力，鲜明地突出了解放军的英勇形象a

谱例39：“肚利会师”第一二乐段男声合唱“啬早放军乘肚前进”中的琵琶伴奏2

用于京剧音乐唱腔和动作开打伴奏的锣鼓，在清口g剧《智取威虎山》中为体现其京剧音

乐风格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全曲各乐章中均部分或全套采用了京剧锣鼓，它特殊的节奏和

音色，对增强全曲具有京剧风格特有的律动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不同的场景和唱段中也

起到了加强气氛和突出强调的作用。

四，西洋作曲技法在乐队编配中的应用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在乐队伴奏的和声运用上也比较有特点。交响乐队在伴奏的过程

中根据京剧的节奏特点，和声织体不宜常用长音和弦．只是在旋律忽慢忽快时偶尔有之，在

重点节奏上一般多采用柱式和弦。和声的选择需从内容出发．用于正面人物音乐形象时不宜

太多地使用变和弦，和声进行多采用l一Ⅳ一V～I规整结构。

在_I{J音乐描写自然景物时，如第四乐章“誓把反动派一扫光“中通过变和弦的应用，使

乐队和人声形象模仿出自然的风声。

在用合唱为独唱烘托渲染时，和声的运用注意到了低音进行的旋律化，如第四乐章“誓

把反动派一扫光”【原扳】唱段中的合唱采_lfj了“东方红”的曲调米对独唱进行烘托，突出

了伟人的形象。

。摘自E海乐团色Ⅱ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戚虎th)总潜》第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9月第一版

。摘自上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202--203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5年9月第一版



另外．在清唱剧《智取威虎山》乐队伴奏中，色彩性和弦结合配器的运用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如第二乐章“夹皮沟遭劫”第二乐段，开始乐队奏出了一个增六度和弦和减三和

弦两个不协和和弦的应用，更加表现了亡妻后李勇奇和李母极度震惊、悲恸和激愤的情绪。

又如第三章“深山问苦”常宝“只盼深山出太阳”唱段中“爹逃同我娘却跳涧身亡。娘

啊!”的唱句，在其痛切疾呼“娘啊”之前，乐队奏出了一个复功能和弦：弦乐用震音奏出

属功能和弦，木管奏出的是主和弦。这两个和弦迭置造成的突兀效果，表达常宝在丧母这一

突发事件中悲愤至极的心情。

还有第八乐章“滑雪战斗”结尾的【乱锤】节奏，在和声配置上采用了一系列的减三和

弦．这些不协和和弦的应用，再加上每小节七个八分音符不稳定的下行模进的旋律．有效地

造成了一种混乱的效果。形象地刻画了顽匪狼训逃遁的反面形象。

谱例40：。滑雪战斗”中【乱锤】的不协和和弦。

咀嘲

低音

簟董苫

I
糊7

在交响乐队的再己器方面，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在原京剧交响乐队伴奏的基础上，通过

适当地增加了西洋管弦乐器的方法，不仅增加了乐队音响的厚度，而且加强了乐队的交响性，

充分发挥了交响音乐的特点。从而对提升整部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很好的增色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主题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在作品中出现。在第一乐章乐队引

奏中奏响了进行曲的主题从而引出了混卢合口昌演唱进行曲的主题，在全曲开始鲜明地树立了

。解放军”奋勇前进的音乐形象；在第八乐章中，弦乐齐奏奏响了进行曲主题，形象地刻画

了“解放军”驰骋在东北战场上的形象，预示了斗争的胜利；在第九乐章中，以复调的形式

。摘自卜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第193一194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5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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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了进行曲主题，赞颂了斗争的胜利，人民军队继续前进，与第一乐章形成呼应。每一次

进行曲主题的出现都使解放军的正面形象得到加强，紧扣全曲主题。

清唱剧中的管弦乐队在为唱段伴奏和发挥交响乐队特有的艺术表现力方面比较有特色。

在清唱剧《智取威虎山》中，由于乐队和声乐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得当，独立的器乐段落配器

运用得较为合理，因此双方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了“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在独立的器乐

段落音乐展开的过释中，不同乐器的组合所表现的音乐形象为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穿针引

线的作用。乐队为唱段伴奏是双方为塑造共同的音乐形象进行的同步演绎。衡量这两者之间

关系成败的标准，是二者塑造音乐形象的效果如何。通过具体音乐的分析可以得出，合唱和

乐队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得当。



第三章与清唱剧《沙家浜》和同名京剧的比较

作为移植改编于同名京剧，又是继“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后产生、创作模式近似的

“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由于它在合唱上颇具匠心的创新应用，因此虽然在利用中国戏

曲音乐，结合多声创作技法，为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型音乐体裁所进行的探索上，其总体

艺术成就并朱能超越《沙家浜》．但还是较为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并与同名京剧的

音乐形成了差异。

第一节与清唱剧《沙家浜》比较

就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在音乐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产生于1965年的清口吕剧《沙

家浜》应视作二十世纪继黄自的《长恨歌》之后最为值得重视的作品。它的历史影响不仅在

。文革”中直接引生了同为清唱剧的《智取威虎山》，而且对1969年以后京剧。样板戏”中

采阁中两混合乐队编制方面起到了启迪作用。通过对清唱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分析，可

以看出，尽管清口昌剧《智取威虎山》是CtJ．"家浜》创作模式的翻版。但在艺术上还是比较有

自己的特色。

从这部作品乐章的安排、到器乐段落的穿插等的总体结构布局，直至乐队的编排使用等

来看，显然是清唱剧《沙家浜》的模仿。但是在艺术处理上与清唱剧《沙家浜》显著不同的，

一是不像《沙家浜》唱段前后结合基本延续了原京剧的情节顺序．而是有所变化。如第一乐

章“乘胜进军”中杨子荣独唱的“共产党员”唱段，原在剧中是第四场才出现的，在清唱剧

中成为了序瞌的一个部分。这种在情节顺序上的变化，不仅适应了清唱剧音乐体裁的刨作要

求，作了合理的创新和改编。从音乐戏剧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变化不仅在全曲的开始强

调突出了全剧的主线——英雄人物杨子荣，而且在乐曲的开始鲜明地刻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共产党员的正面形象，突出了全曲奋进、向前、坚定、光明、胜利的基调。

二是合唱的分鼙明显增强，在以下的表格中笔者列出了清唱剧CtJ,-家浜》和《智取威虎

山》各乐章的名称及演唱形式。



清唱剧《沙家浜》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

章节名称 演唱形式 章节名称 演唱形式

第

混声合唱、——

序曲 混声合唱 乘胜进军
乐 男声独唱
童

第 男高音独唱，
——

——

军民鱼水情 男高音和 夹皮沟遭劫 器乐乐章
乐

童 女中音对唱

第 女高音独唱、
——

=
敌寇入侵 器乐乐章 深山问苦 男高音独唱及

乐

童 男女声二重唱

第

四
报警

女高音独唱 男高音独唱和
誓把反动派一扫光

乐 和混声合唱 混声合唱
童

第

男高音独唱 男高音独唱和五
坚持 迎来春色换人问

乐 和男声合唱 混声合唱
i
i

第
l 无伴奏合唱和／、

授计 女高音独唱 发动群众
乐 混声合唱
童

第

七
斥敌 女中音独唱 胸有朝阳 混声合唱

乐

童

第 男高音独口昌
八

奔袭 和男声合唱、 滑雪战斗 器乐乐章
乐

童 器乐段落

第

九
胜利 混声合唱 胜利会师 混声合唱

乐

一}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清口吕剧《智取威虎山》在合唱唱段的数量上较《沙家浜》有了明显

的增加。全曲除了第二乐章和第八乐章两个器乐段落外，在7个乐章中。有5个乐章采用了

合唱。如第一乐章“乘胜进军”中的合唱、第四乐章“誓把反动派一扫光”(参谋长独唱与



合唱)、第五乐章“迎来春色换人间”(杨子荣独唱与合唱)、第六乐章“发动群众”：1、“这

些兵急人难”(无伴奏合唱)2、。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合唱)、第九乐章“胜利会师”(合

唱)。即使是在另外两个乐章中，如第三乐章“深山问苦”独唱“管叫山河换新装”之中也

有重唱，而完全的独唱只有第七乐章“胸有朝阳”1个。

三是在清唱剧《智取威虎山》中合唱的运用。既和同类体裁的《沙家浜》有相仿的地方。

例如，被用于序曲和终曲的第一乐章和第九乐章：以及为渲染或铺垫情境气氛、辅助独口昌唱

段的第四乐章和第五乐章合唱的穿插采用。但更有不少原京剧中的独唱唱段，在清口昌剧中被

处理成了重唱和合唱。如第三乐章中的“管叫山河换新装”，原是杨子荣的独唱．在清唱剧

中后半段被处理成了重唱；第六乐章原剧中李勇奇的两个唱段。则相继被谱写成了无伴奏合

唱和合唱。

无伴奏合口昌是充分发挥人声歌唱能力的艺术形式，适于作细致入微的内心感情刻画．用

它来表现以李勇奇为代表的广大人【屯群众沉思默想的形象．揭示了人民群众在解放军阶级友

爱行动的感召下。内心思想觉醒活动的过程。这段无伴奏合唱在创作上通过有效的和卢配置．

复调写法的巧妙应用，强弱力度的合理控制，表现了委婉、深沉的情绪，与其它激昂强烈的

乐段形成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无伴奏合唱是采用京剧音调为素材改编而成的。这种采用京剧素材进

行无伴奏合口昌的创作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尽管它是一首改编的卢乐作

品，但是由于它不仅保留了原京剧音乐风格，而且筛选了适合表现原京剧思想内容的合唱演

唱形式。通过借鉴西方同类音乐体裁的创作技法，在表现唱腔的主题内容过程中，既突出了

原京剧音乐又使无伴奏合唱的艺术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也提高了整部清唱剧作品

的艺术性。“这些兵急人难”以其新颖的构思和浓郁的民族音乐风格，成为我国近代以来较

为成功的为数不多的无伴奏合唱作品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合唱的运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疑方面，较清

口目剧《沙家浜》均有所提高。在整部作品中充分发挥合唱丰富的艺术表现功能，是清唱剧《智

取威虎山》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受到学习第一拨“样板戏”《沙家浜》的限制是有一定历史原因

的。一样板戏不走样’是当时‘四人帮’对全国学习、移植‘革命样板戏’热潮所下的一道

绝杀令。即既要号召各地学演、移植‘样板戏’，又严令各地剧团和文艺工作者在学演、移

植、改编时必须一字一句，一板一腔、一招一式的原样照搬，不得有丝毫的偏离，不然便是

‘样板戏走了样’，便是‘破坏样板戏’．轻则遭批援斗，重则投入监狱，至于不少文艺家因

此而受到残酷迫害。”。在这种强制的政治高压下，文艺创作不免标签化、模式化。正如有些

学者认为“革命交响音乐’Ⅸ智取威虎山》实际上与‘革命交响音乐’Ⅸ沙家浜》走的是同

一条路，是后者对前者在音乐思维、结构方式和艺术手法上的套用和模仿．而《智取威虎山》

。居其宏著《新中国音乐史：1949---2000)第114页注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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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上的原创性比较差．”。毕竟“音乐创作比改编更富于创作的独特意义”。。

第二节与同名京剧比较

从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到清唱剧的改编移植首先是体裁形式上的改变。京剧作

为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有演唱、念白．配合演员身段表演有锣鼓伴奏等多种表演方式来表达

人物的思想情绪，完整地展现故事情节。而相对于清唱剧而言，在没有舞台表演的情况下，

要在有限的篇幅内通过演唱和乐队伴奏的形式清楚地交待戏剧情节。于是在原京剧复杂的故

事情节中选择了以英雄人物杨于荣作为全剧故事发展的主线，对杨子荣的几个重点唱段做选

择性的截取，进行改编。

以原京剧第五场“打虎上山”中杨子荣的唱腔。迎来春色换人间”为例，清唱剧在对这

段唱腔改编的过程中，做了如下的改动：删去了原京剧开场6小节的打击乐伴奏；在【二黄

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每个句逗结束时，分别加入了混声合唱．以

节奏宽广的复调加以呼应；【二黄导板】演唱结束，省去了37小节原京剧配合“马舞”表演

的乐队伴奏，取而代之以5小节的简短问奏转接到【网龙】：【散板】开始，由梆笛代替了原

来的曲笛，用竖琴代替了原来的铝扳钟琴。独口昌之后，加入了女声合唱和混声合唱对唱词“急

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进行重复呼应。从而代替了原京剧中【散板】和【西皮快

板】板式之间39小节乐队间奏中的30小节，并保留了原京剧中9小节乐队伴奏旋律，作为

向【西皮快板】的过渡；【两皮快板】在表达英雄人物欲付诸行动，富有动感性的唱词上，

如“插进威虎山”、“埋葬在山涧”、“雄心震深渊”、“捣匪巢定叫它地覆天翻”等，在原京剧

中均配有打击乐有力的节奏，为其突出强调。而在清唱剧中这些动感性的唱词改用合口昌同独

唱呼应，并形成了一领众和的艺术效果。

这样的改编不仅鲜明地突出了清唱剧音乐体裁的特点，而且使合唱的艺术表现功能得剑

了充分的发挥，给予原剧很好的增色。

清口g剧《智取威虎山》直接脱胎丁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对于改编的清唱剧作

品而言，如何将原适应单声部演唱的京剧唱段旋律所具有的京剧风格艺术表现的长处，不仅

适当地通过多卢部合唱织体语言表现出来，并且还要发挥交响音乐特有的表现力，在使之交

响化的同时，拓展其艺术诠释的空间，是这部作品编创成败的关键。清唱剧《智取威虎山》

在创作的过程中，由于合唱部分在尽量保持了原作的音调、风格基础之上，注意挖掘和发挥

多声音乐织体语言具有较为广阔的音域，声部之间相互补充配合。以及多声部织体各声部间

丰富多样的组合等较之单声部声乐艺术表现上的特殊优势，结合对原作音调材料作合理的剪

裁、组接和调整，不但基本上成功地达到了乐曲编创的目的。而且还通过学习、借鉴，逐渐

。居矮宏著《新中国音乐史：194州000》第111页湖南美术出版辛I=2002年11月第一版
。蒲方《有关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史料述评》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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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吸收传统京剧艺术的精华．在创作实践中利用交响乐队织体语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

相比原作在塑造音乐形象、展开乐思、表现民族色彩等方面略有发展。

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多声部合唱织体的运用，是根据各乐章对原单声部声乐音调结构

和风格保留程度区别对待的。纵观清口昌剧的各乐章，可以看出，第三、四、五、六、七乐章

对原作的原始音调、结构保留成分较多；第一、九乐章则对原作的音调采取了综合性处理，

并插入了较多的补充材科。因此，在有多声部合唱织体的乐章中，其刨编的艺术处理也各自

不同。

对于音乐形象上将原作单声部音乐原型保留较多的．如创编丁原同名独口昌段落的第四乐

章“誓把反动派一扫光”、第五乐章“迎来春色换人间”、第七乐章“胸有朝刚”，作者首先

在卢乐演唱形式上相应选择为该乐章以独唱为主：其次在音乐编创中以乐队交响化为前提，

从音乐结构上对原作音调材料作合理的删减和调整，使之适应交响音乐发展的特点：最后在

多声部合唱织体上丰富其交响化的艺术表现力和音乐展衍动力。

调式调性的转换．是西洋作曲技法中使音乐获得推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清唱剧《智

取威虎山》中，这种创作手法主要体现在第八乐章。滑雪战斗”中。现将这段器乐曲与其素

材来源原京剧第九场中的“滑雪音乐”进行比较。

原京剧音乐中的“滑雪音乐”其音乐结构为。：

锣鼓段+A+连接+B+锣鼓段+C+D+锣鼓段+尾声，．——h广——、，_——b
a a

7

b b’ c c’

从图示中可以看出，原京剧音乐中京剧锣鼓在各乐段连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原京剧这段器乐段落为充分体现京剧音乐舞蹈音乐的特点，京剧锣鼓在其中占有重要的

位置，他不仅在器乐演奏时适当加了锣鼓，而且三次出现独立的锣鼓段，从而在密切结合舞

蹈表演的同时，与音乐上也赋予了京剧舞蹈音乐于一般舞蹈音乐有所区别的特点。在旋律发

展的手法上。滑雪音乐”基本上运用了中国民族乐曲中换头变化和反复分裂及模进的方法，

来推动音乐的发展．再加上锣鼓的贯穿使用，使这段舞蹈音乐充满了民族气息和京剧风格。

清唱剧在对这段器乐曲进行改编的过程中，通过笔者对第八乐章“滑雪战斗”的分析可

以看出，调式调性转换的手法，成为了划分各个乐段的重要标志。并且这种方法成为了推动

音乐发展，增强音乐表现力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区别f原京剧创作手法的体现。

清口吕剧《智取威虎山》在将同名京剧改编的过程中．对于新增加的合唱及纯器乐部分的

音乐创作，比较充分地发挥其多声部和丰富多彩的乐器音色等艺术表现上的优势，还始终谨

慎细致地注意到了与京剧音乐风格保持一致。冈此，在丰富了原京剧音乐色彩的同时也扩大

了原有的艺术表现力。正因为在对闶有的唱腔伴奏和所增加的合唱处理上，颇为周详地根据

口昌腔思想情绪表现的特点，同样注意到了交响乐队和合口目队在艺术表现力上加以辅助，由此

深化和扩展了原唱腔思想性格的表现内涵。清口昌剧中的交响乐队在原京剧交响乐队配器的基

础上，适当地增加了两洋管弦乐器的数量，这样不仅增加了乐队音响的厚度，同时也达到了

。最嘉枋著‘喧惩的世界一中国“文革”十年中的音乐》北京市教委2002年度重点科研项目结项鉴定材料
200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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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乐队与合唱队二者之间音响平衡的目的。

从作品的总体上看，全曲九个乐章的音乐，在风格上既保持了前后的一致，又在形象上

突出彼此之间的鲜明对比，自始至终脉络分明，结构严密，层次起伏，井然有序。

5



结论

从上述对清唱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从艺术上来看，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尽管是一部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改编的声乐作品，但是由于它不仅根据原作的艺术特点，从中筛选出和增加了适合于多声部

合唱演口昌及交响乐队演奏的材料，而且通过借鉴西方同类音乐体裁的创作经验和方法，在表

现作品主题内容的过程中，既充分发挥了多声部合唱织体丰富的表现力和演唱技巧．交响乐

队的作_Ef；也与此相得靛彰，从新的角度阕发了原作的精神气概。从而在二者透度的交相辉映

的交织中，成功地使乐曲成为一部具有鲜明的交响性特征和中国风格的人型声乐作品。

但是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并不完善。诚如有的学者认为，“它在艺术上承袭了《沙家浜》

的模式，并进一步与‘四人帮’侣导的文艺创作原则结合，‘从塑造主要英雄人物的音乐形

象出发’，充分体现了‘三突出’的僵化的文艺创作框框，并自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和文艺革命的又一胜利成果．’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与《沙家浜》相比已缺乏新意，在思想

上则更体现了‘文革’的创作理论”。。

在清唱剧《智取威虎山》中这种不足一方面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明显带有“文革”

时期的印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曾提出：“塑

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个“根本任务论”的提出，成为

了“文革”期间文艺创作的本源。在作品题材的表现上将中心人物的位置限定于英雄人物，

使“工农兵英雄人物”无一不是“高、大、全”、。红、光、亮”的完美形象。从而导致了英

雄人物思想感情表现贫乏、单一化的状况。

另一方面如同同名京剧一样，为了强化“革命”激情的表现，声乐作品的音区普遍偏高，

如原京剧杨子荣“迎来春色换人间”唱段中，【二黄导扳】“气冲霄汉”，“汉”字拖腔的最高

音已经达到小字三组的D，在清唱剧中这一拖腔的最高音也达到了高音小字三组的C。

二是从我国清唱剧创作的历史来看。我国清口目剧的创作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音乐

文化建设初期，1932年黄自成功地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韦瀚章作词)；

四十年代后，以陈田鹤《河梁话别》(卢前作诃)有一定的影响；民主革命时期群众歌咏运

动广‘泛展开，这期间吕骥创作了清唱剧《风凰涅磐》；建国以后，1951年张文纲创作的《飞

虎山大合唱》是一部接近于清口昌剧风格的合唱曲；文革期间，1965年中央乐团创作了清唱

剧《沙家浜》、1974年上海乐团创作了清唱剧《智取威虎山》。抛开文革之前清唱剧作品的

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不说，文革期间的清唱剧《智取威虎山》是继《沙家浜》之后，在将这

种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作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实践中，成为了这种探

索道路上的新起点。因此，在整个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中，清唱剧《智取威虎山》是一部较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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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部音乐作品的历史地位的衡量，无非是在一个国家或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比较它在

同类音乐体裁的作品中，是否提供了新的东西，并视其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中被公众接受

的程度。在西学东渐的20世纪上半叶，由于正规的音乐教育起步不久，同时战乱不断，所

以中国在清唱剧领域的创作起步其晚。至《智取威虎山》诞生之前，除黄自的《长恨歌》和

中央乐团创作的《沙家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之外，就中国清唱剧创作的总体状况而言，

作品不多，创作水平不高，影响不大。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其间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水平普

遍有限，对清唱剧这种两方音乐体裁不够熟悉．把握不够，在创作上不甚得心廓手。

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在创作过程中集中了中国优秀的指挥家、演

奏家和作曲家，并广泛听取了乐队演奏人员的意见。但这部作品的创作参照了《沙家浜》和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两个“样板”，因此，摆脱不了“样板”的限制。这种局限性

表现在：交响乐队的创作受到原京剧总谱的限制太多，独立表现的空间相对较少；合唱的旋

律基本来自原京剧唱腔，和声和复调的运_}}j手法比较简单，没有做大胆的发挥和延伸等等。

在“文革”过后。红色经典”依然流行的当代音乐生活中，为何这部“文艺革命样板”作品

没有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笔者分析其中的原因是：两个“样板”自身的艺术成就已经达到

相当的高度，这部作品的创作并没有走出套用“样板”模式的桎梏。作为被改编的“样板”

本身，没有为作品提供自由发挥和刨造的可能性。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9月和1976年9月分别出版了上海乐团创作(1973年演出

本)《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和《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主旋律乐谱》。

这两本乐谱的出版为之后对这部作品的分析、评论和研究提供了文本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

清口吕剧《智取威虎山》被定为“样板戏”，在“文革”期间广为流传，除了这期间作为

“样板戏”借助行政命令强行推，“得以广泛传播的特殊原冈之外，应该说与原作革命现代京

剧《智取威虎山》业已广泛流传、且深入人心有密切的关联，它为清唱剧《智取威虎山》在

公众中传播和接受，至少提供了文本阐释的坚实依据。

有关清唱剧《智取威虎山》的评论文章主要出现在1974年之后。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经

历了近8年的磨砺，最终被定为“样板”，毋庸置疑地得剑了一致的赞扬，当时各大报纸的

评论较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对这部作品的政治含义进行概括并予以高度的赞扬。

刊载于《人民日报》1976年5月19日第四版，署名为“殷炎”的《交响音乐艺术革命的

新胜利》(以下简称“殷炎”文)称：“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我国革命音乐工作

者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贯彻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推

陈出新’的方针而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交响音乐艺术革命的新胜利．”

《光明日报》1976年5月18日第四版，署名为“殷言石”的《时代的强音光辉的创造一

一赞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以下简称。殷言石”文)称：。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

虎山》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唱出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创造性是多方



面的．在千方百计、满腔热情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思想指导下，取得了思想革命和艺

术革命的硕果。”

《解放日报》1976年7月15日第三版，署名为“东路”的《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

风格一赞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以下简称“东”文)称：“这部作品是继革命交
响音乐《沙家浜》之后又一部‘我4fill产阶级自己的交响音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胜利的产物，是粉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结出的硕果．”

上海乐团曾于1975年十一月访问了澳人利弧的堪培拉、墨尔本、悉尼、纽卡斯尔、阿德

莱德五个城市，访问结束归国途经香港时，还为港澳同胞进行了演出。评论报道如下：

《人民日报》1976年1月5日第五版， 《海外有知音——记上海乐团访问澳大利亚》

称：“上海乐团演奏的体现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的节目，受到了澳大

利亚人民的热烈欢迎．⋯⋯澳失利亚朋友称赞中国音乐工作者‘在古典传统音乐和现代技巧

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音乐’，这是一种‘人民音乐’，能够‘鼓

舞人民起来斗争’”。

《人民音乐》1976年第2期，署名为“曹鹏”的《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以

下简称曹文)称：“澳大利亚的现众热情地说： ‘你们的音乐反映了新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

斗争，你们的音乐深入群众，是为人民服务的’．⋯⋯港澳同胞从钢琴协奏曲Ⅸ黄河》和革

命交响音乐Ⅸ智取威虎山》等音乐作品中看到了祖国‘音乐革命的新面貌和新水平’，看到

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后音乐园地的硕果’”。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公演以后，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曾多次组

织座谈会畅谈学习体会。

《文汇报》1976年6月8日第三版，《上港七区装卸六队——无产阶级自己的交响音乐》

称：“砸烂了资产阶级旧交响音乐的条条框框，创造了为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服务的具有中

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崭新的交响音乐，我们工农兵为之大声叫好!”

《人民音乐》1976年第1期，《畅谈交响音乐革命新成就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革命

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学习座谈会部分发言摘要》称：“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

交响音乐革命的新凯歌．交响音乐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在交响音乐领域里的统治，

使交响音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文章中还写到。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

把交响音乐改造成为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革命艺术，我们听了以后欢欣鼓舞。”

其次，关于作品艺术创作的成就评论文章大致有如下观点。

一、关于音乐形式和结构布局

关于音乐形式．。殷言石”文称：“革命交响音乐Ⅸ智取威虎山》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

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挥交响音乐音域宽广，音色丰富，气势磅礴，

对比幅度大，善于广阔、细致的揭示人物内u世界和表现矛盾冲突，以及渲染环境气氛等方

面的艺术特长．为表现英雄人物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气盖山河的战斗精神，为描绘人

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巧妙地运用多种形式的对比手法，正确处理了抑扬、缓急、张弛、轻重、



浓淡等辩证关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关于结构布局，。殷言石”文称：“在用笔着墨的繁简．多少上，作品也根据内容的需

要作不同的安排，该简略的一笔带过，需强调的则挥洒笔墨尽情刻画．⋯⋯大幅度的强烈对

比以及大块文章的突出描写，尽管篇幅宏大却不显得冗长；统一完整而又丰富多彩，既有严

密的整体布局，又有深入的细节刻画；既有曲折的变化，又有明显的脉络；既有舒展虚幻的

抒情，又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卓然崛起的高潮，这些都是同运用正确的音乐辩证法分不开

的”。

二、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及“三突出”理论在作品中的应用

“殷言石”文称：“交响音乐的表现内容的根本变革，必然要求表现形式和手法的大幅

度创新．上海乐团的同志们遵循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推陈出新’的方针，批

判洋奴哲学，坚决摒弃文化大革命以前旧交响音乐中晦涩难懂．缠绵悱恻的洋腔洋调和老腔

老调。从革命的内容．从塑造英雄人物出发，在掌握革命现代京剧唱腔的风格．时代音调的

创作，发挥演唱演奏的能动作用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突出”作为文革期间文艺创作的重要理论，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评论中同样有所体

现——-“在重点内容和一般内容的关系上，使一般内容服从重点内容，同时又充分发挥了一般

内容的衬托作用”。

。殷炎”文称：“在作品中塑造了正面人物参谋长，李勇奇、常宝的生动形象．塑造好

这几个人物的形象，是为了衬托和突出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完整而生动地概括

整个事件，表现主题思想的需要．”

《人民音乐》1976年第l期，署名为“上海乐团”的《为创造无产阶级的交响音乐努力

作战——创作、演出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一些体会》称：。从塑造英雄人物的音

乐形象出发，进行交响音乐的整体布局．⋯⋯Ⅸ迎来春色换人间》【原板】后，又紧紧抓住

‘急令飞雪化春水’的重要唱句，升华出一段在五度调性上演唱的富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

女声、混声合唱，以表现杨子荣的革命理想和崇高的内心世界．”

三、改编与原作的比较

“殷言石”文称：“从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到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

是一次饶有新意、别具风格的再创造”。

“殷炎”文称：“全曲九段是吸取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主要唱腔和器乐音乐，

按照交响音乐艺术表现的特点，进行了成功的艺术再创造的结果”。

“东”文称：“同原剧主题一样，它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鲜

明地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质，正确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战争的路线

和策略”。

再次，评论文章也成为了当时政治舆论宣传的工具。

1975年11月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批判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

这部作品被作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的象征成为了“有力武器”，参与到了运动中。



“殷炎”文称：“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交响音乐艺术的新胜利，⋯⋯是我国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欣欣向荣的有力证明。这是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海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的

社会主义文艺‘今不如昔’，攻击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的种种奇谈怪论，是一个有力的

批判．”

“东”文称：“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它以更加雄伟挺拔的英

姿，挺立在交响音乐的舞台上，成为鼓舞我们深入批邓，继续革命的有力武器．”

《解放日报》1976年3月6日第二版，《上海乐团革命文艺战士狠狠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力

驳斥对文艺革命的诬蔑和攻击》称：“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

诞生，就没有上海乐团的今天．究竟是谁妨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不是一清二楚嘛!”

“殷言石”文称：“邓小平对革命样板戏的种种无耻诽谤，攻击，丝毫无损于它的绚丽

夺目的光彩，而只能从反面教育我们，资产阶级咒骂的越凶，越证明我们的方向对头了，也

就进一步促使我们更加自觉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捍卫革命样板残，发展文艺革命的胜利

成果继续努力作战．”

《文汇报》1976年6月8日第三版，署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学员方之文梁燕麦”的《用

器乐表现阶级斗争——学习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中两个器乐段落的体会》称：“我

们要以战斗的姿态向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学习，坚持在音乐创作上以阶级斗争为纲，

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重大题材，谱写更多的歌颂‘倔强的、叱诧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

者’的雄伟旋律，让邓小平在无产阶级的战歌面前发抖吧!”

“曹”文称：。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对革命样板戏怕的要死，恨的要命。

他在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的同时，就在文艺界大刮右倾反案风，散布修正主叉的

种种奇谈怪论，⋯⋯其目的就是妄图让文艺黑线死灰复燃⋯⋯从而达到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

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但这不过是痴。妄想，白日做梦!”

阿克俭曾写过一篇介绍“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文章，刊登在1976年lO月的

“China Reconstruye”(法文)。这篇文章从结构、如何塑造英雄形象、艺术形式三方面

对整部作品作了全面的介绍。



圈八：1976年10月。China‰orl,gtl-)Jye”刊物的封面

图九：阿克俭所写的文章首页



以上所见此时期的评论文章全部是肯定、称赞性的，评判的标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艺术体，作品从创作到演出完全

为政治服务。可以看出这些评论文章不谈艺术或少谈艺术，极少深入到艺术本体中去，只是

在戏剧口昌词和表演内容的政治性上做文章。不论是从专业音乐角度的作品分析，或是从欣赏

角度具体的音乐感受，还是作为有力的“证据”和“翻案风”针风相对，评论文章都带有强

烈的政治色彩。这些文章的主旨目的，即是称赞文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回击那股妄图否

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同时也配合了“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活动。

虽然随着“文革”结束，清口昌剧《智取威虎山》已失去了作为“样板戏”被推广的特殊

待遇，加之在艺术创造上缺乏新意。所以在当下中国“样板戏”流行的热潮中，这部作品“除

了在相关的历史陈述中被提及之外，在当代音乐生活中已经销声匿迹了”。。

但是清唱剧《智取威虎山》的艺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这部作品的本身承载了“文革”

音乐的痕迹，它的创作背景摆脱不了“文革”的历史烙印。将作品置于宏观的历史长河中来

看，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在此历史时期人们的故去，历史环境所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将不可

避免地逐渐淡化．晟后遗留F来的是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这种价值值得后人去研究和体会，

从而给予作品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居其宏著‘新中国音乐史：1949"--2000第11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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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硕士论文是对笔者三年硕士研究生学习的总结。在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受到

了米自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各位前辈和老师豹悉心

指导；以及父母、朋友、同学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感谢我的导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研究员。感谢您三年来在学习上对

我的悉心指导；感谢您在德育方面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感谢您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通过

j年的学习，使我感受到了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以待人的胸怀，使我在德、艺方面均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

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您们无私的爱。

感谢上海交响乐团、当年“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创作组组长阿克俭老师。感

谢他为我提供了充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使我在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得以有可靠的依

据和凭证。

感谢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感谢他在我赴上海采访期间积极地帮助我联系当年创作

组的其他成员，使采访工作顺利进行。

感谢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感谢他使我了解了“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创

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感谢中国音乐学院李文珍教授。感谢李老师帮助我搜集到的在“首都图书馆”藏，1976

年6月8日的《文汇报》。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感谢中国音乐学院董维松教授。感谢董老师费心埝帮助我联系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

授。

感谢所有支持、关心、爱护、鼓励我的朋友、同学。感谢你们在我成长道路上的帮助。

最后，感谢我的母校中国音乐学院多i冀飞+我的培养。祝福您：艺术之花常开。

2007年6月6日于中国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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