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握传

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在中国戏曲史上，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表现

手段丰富到戏曲艺术中来。戏曲至今能够保持

旺盛生命力，与它的音乐能够不断守正创新、适

应当下息息相关。戏以曲兴，如何融会贯通各

种音乐元素、如何兼顾演员多样化的润腔方法、

如何融洽器乐与声乐之间的关系、如何满足观

众与时俱进的审美，需要每一个戏曲音乐工作

者努力探寻。

我从事戏曲创作 50 多年，为近 200 出戏创

作过唱腔音乐，深知一出好戏背后音乐创作之

艰辛。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追求，就是让自己

写出来的唱腔曲调被老百姓喜欢，传之久远。

营造熟悉的陌生感营造熟悉的陌生感
在剧种范式中破立显章法在剧种范式中破立显章法

守正创新，关键是要想清楚怎样守正，在哪

里创新。

正在巡演的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是我作

曲周期最长的一出戏，前后 5 年，几易其稿。

《李大钊》的题材，适用于广阔宏大的史诗

性叙事方式，具有“史诗京剧”的艺术特质。经

过反复斟酌，我们把《国际歌》的旋律嫁接、融合

到京剧唱腔中。大家说，这是神来之笔。为什

么用《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对于

中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世界也有着重大影

响。《国际歌》的灵活运用，赋予整出戏精神气

质，使戏的音乐格调崇高起来。

戏曲的音乐创作要既大胆又谨慎。传统戏

的唱词有自己的格式，多为七字句、十字句，如

“昔日有个三大贤”“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等。到了现代戏，有很多口语化的、非常短促的

词，一句只有四五字，迫使我想了很多“音乐招

数”去破解这些难题。但不管怎样，不能“破”了

京剧的艺术本体，要让大家一听就是熟悉的京

剧唱腔，最大化体现京剧的艺术魅力。

《李大钊》的第二场，表现李大钊与陈独秀

坐在骡车上的一段老生对唱，我在创作中费了

很多心血。这段唱腔，我用了一个“宽板”式的

“导板”——“抖

丝 缰 ，驾 轻 车 ，

鞭儿响亮”。这

是 新 的 板 腔 模

式，既吸收了“摇

板 ”节 奏 紧 拉 慢

唱 的 特 点 ，又 在

一 板 一 眼 的 节 拍

基础上，赋予了宽

广 舒 展 、铿 锵 有 力

的唱腔旋律，使之新

颖独特，又不失鲜明

的京剧风格。

李大钊入狱后，一

段重要唱段运用了“反二

黄”的成套唱腔，并加入了

女声伴唱和重唱，使京剧老

生唱腔与女声伴唱形成二声

部，旋律大气悠扬，给人新鲜感，

恰 到 好 处 地 展 现 出 李 大 钊 的 心

境。这出戏的结尾，不在同一情境的

李大钊和赵纫兰夫妻二人，在舞台上同

时 出 现 ，隔 空 对 唱 ，以“二 黄 原 板 ”为 基

础，在唱腔后半段巧妙运用了昆曲，这种

载歌载舞的形式和京剧“二黄”声腔形成

强烈对比，充分展现出二人心心相印的

深厚感情和伟大信仰的精神力量。

这些地方都是大胆创新，但都谨慎

保持在剧种范式中。唱腔设计要分层次和比

重，要旧里有新，破立显章法。《国际歌》的旋律

与传统唱腔，共同营造熟悉的陌生感，很好地配

合了观众的情绪变化。

声腔布局是第一前提声腔布局是第一前提
““一剧一格一剧一格””要兼顾大众审美要兼顾大众审美

剧种的发展，包含着唱腔的不断完善。一

种声腔衰落，另一种声腔取而代之，但它并不是

抛开传统凭空生长出来的。现在的京剧，包含

着汉调、徽调、梆子、昆曲等多种声腔，经过长期

融合才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艺术风格。

对于戏剧作曲，声腔布局是第一前提，如同

建筑的“四梁八柱”，音乐节奏则给整出戏勾画

出情绪和感情外

化的轮廓。

我 们 花 很 多 精 力 排 的 新

戏，作曲人以什么形式创新，能在有限的

场次中让老戏迷过瘾、让年轻观众接受？古老

的艺术，在这个高科技快节奏的时代，怎么让

人们传唱？这都是我们要迎接的挑战。从《赤

壁》《天下归心》《大宅门》，到《狼牙山》《下鲁

城》《宋家姐妹》《党的女儿》……我为这么多戏

作曲，能被大家记得的唱腔也就两三出。这充

分说明，戏曲的唱腔需要观众检验。

电视剧的主题歌为什么能够流传？原因之

一就是反复。比如《好汉歌》，因为电视剧《水浒

传》流行起来，几十集的剧看完，歌也听了几十

遍，旋律自然就走进心里了。1994 年，我在创

作京剧《夏王悲歌》时，就采用了一曲贯穿全剧

的手法，借鉴分节歌，换词不换曲，曲调在剧中

反复出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京剧《党的女儿》改编自同名歌剧，保留了

歌剧精彩的唱词。阎肃的作词像散文诗一样通

俗易懂、朗朗上口，如果仅用传统声腔就会显得

陈旧。因此，我又一次尝试了一曲贯穿全剧的

手法。

《党的女儿》以江西革命老区民歌中“哎呀

嘞”这个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曲调，作为主题

旋律来创作开幕曲，用京胡“散板”引入独唱

“小小杜鹃花（诶），花开漫山崖（嘞）”，之后的

“小小杜鹃花，默默吐芳华，风雨压不倒，清香

送天涯”则融合了京剧四平调与民歌旋律，清

新质朴。“哎呀嘞”的曲调变化着贯穿副歌与合

唱。还有七叔公唱“娟妹子你不要哭，爷爷给

你把泪擦……娟妹子你不要哭，爷爷盼你快长

大”，虽然是“二黄原板”，但借鉴了分节歌的形

式，形成反复。

戏曲音乐必须创新，简单套用旧有程式是

行不通的。作曲者的修养和审美非常关键。音

乐创新可以引进多种音乐元素，作曲者必须深

入生活、积累素材，就像建金字塔一样，要积累

像塔基那么宽大扎实的内容，才能从中找出塔

尖那么一点儿适用于创新的精华。

音乐创新还要注意兼顾大众审美。审美不

仅包含着对艺术的认知，还包括对社会发展、时

代精神的判断。创新首先得分清楚哪些是先进

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观众喜欢的、哪些是

观众反感的。

戏曲音乐人才尤其关键戏曲音乐人才尤其关键
既要既要““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也要也要““南腔北调南腔北调””

戏 曲 传 承 ，音 乐 人 才 尤 其 关 键 。 我 国 有

300 多个戏曲剧种，其区别首先在于唱腔。任

何一个剧种，没有脍炙人口的唱腔，本子再好、

做工再好，也不可能吸引人。但是，作曲者很容

易被忽视。元、明、清留下了王实甫、关汉卿、马

致远、白朴、汤显祖、孔尚任等剧作家的大名，创

造声腔的音乐家可考据的却不多。近百年，大

量音乐人才投入戏曲音乐创作，但广为人知者

寥寥。相对于演员、编剧、导演，戏曲音乐人应

得到更多关注。

戏曲音乐来自民歌、说唱，因而直接搬用了

“宫调”“套数”等，板腔体的出现，打破了曲牌联

套框架，建立了新的戏剧性音乐体系，“以歌舞

演故事”，进一步戏剧化。今天的戏曲音乐，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曲家正主动将更多作曲

技法移植运用到戏曲音乐之中。开场曲、幕间

曲、结束曲的独立写作，使得剧目音乐富有层

次。独唱、对唱、重唱、伴唱等传统戏曲中鲜见

的演唱形式，为戏曲人物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更

多路径。主题曲贯穿、一曲多用等音乐发展手

法，让剧目音乐的整体性得到加强。尤其是乐

队的组合使用，使戏曲音乐中的器乐部分具有

了营造环境、推动剧情、烘托气氛等表现功能。

但这些都还是初步的努力，还在继续发展和探

索中。我们既要坚定地发展，又要审慎地克服

盲目性；既要“一板一眼”，也要“南腔北调”。

作为一个戏曲音乐人，只有从每部作品的

剧本立意出发，既保留京剧唱腔原有的韵律，又

根据人物的特定环境和独特情感有意识地挖

掘、寻找作品的特点、亮点，并由此赋予每部戏

曲更丰富的音乐语言，才能创作出既有高品位

又雅俗共赏的作品。

（作者为戏曲音乐家）

图①：京剧《李大钊》剧照。

图②：京剧《党的女儿》剧照。

图③：创 作《天 下 归 心》过 程 中 ，朱 绍 玉

（左）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说唱腔。

图片均由朱绍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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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戏以曲兴，如何融会贯通各
种音乐元素、如何兼顾演员多样
化的润腔方法、如何融洽器乐与
声乐之间的关系、如何满足观众
与时俱进的审美，需要每一个戏
曲音乐工作者努力探寻。

审美不仅包含着对艺术的认
知，还包括对社会发展、时代精神
的判断。创新首先得分清楚哪些
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
观众喜欢的、哪些是观众反感的。

《声生不息·港乐季》是芒果 TV、湖南卫视

联合香港 TVB，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特

别企划的音乐献礼节目。回顾节目中一曲曲脍

炙人口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音乐承接着中华

文化的星火，又承载着时代精神的风华。

究竟什么样的歌是好歌？什么样的词是好

词？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

邪’。”今天很多人未必能全部认识《诗经》里的文

字，但这不妨碍《诗经》与今天的人们心灵相通，

因为其中许多篇目表达的是油然而生、纯粹美

好的情感。歌词不论文学化还是口语化，写得

好，都可以流传。关键是歌词跟旋律要匹配得

当。填词人除了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对旋律

也要通晓。填的词应跟旋律相协调，旋律上升

时，如果词是降的，词与曲就会矛盾。乔羽等老

一代作词人，都严格地遵循这些基本美学原则。

好的歌词，单看文本就很出色，搭配旋律后

又高于文本。有一种观点认为，歌曲以音律为

要，只要填的词能唱出来就可以。这当然没错，

但还远远不够。能够传之久远、历久弥新的歌

曲，一定是反映人性的善和美。文学追求、歌者

表述和听众立场，相互之间并不矛盾。

近年来，国风音乐兴起，丰富了当代音乐的

类型，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挥想象力。音乐资

源如此丰富，我们完全可以用和声体系，加上优

美 文 字 ，创 造 出 极 具 反 差 性 或 者 融 合 性 的 作

品。我听过国外作曲家用很现代的和声将《茉

莉花》演绎得绚烂无比，一听就是东方的音乐，

但又不仅仅有东方风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

中都会找到认同感。国风这种音乐类型，需要

人们不断挖掘深度，需要创造性的探索。

如何更自如地实现外来音乐形式的本土

化，也是今天流行音乐面临的课题。譬如说唱，

有些方言说唱发展得不错，但普通话说唱还需

要继续探索。创作者可以从我国民间文化中找

找灵感。口语化写作并不等于照搬口语，而是

要经过独特连接，形成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

《古诗十九首》并不艰涩，每次读到都能触动我

们的内心。为什么？因为它们用浅显的字词表

达了意味深长的道理。

流行音乐在今天面临的挑战，与文学、美术

在本质上是大致相似的，创作者求新求变的渴

望也是相通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很多经典

都是当时的流行文化，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经

典，不断焕发自己的光彩和生命力，给一代代人

以启发。我们今天的流行文化能出经典吗？这

是对创作者和受众的双重考验。作为歌曲创作

者，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坚守自己的阵地，

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放弃对经典化的追求。

好歌因何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是它

能唱出我们心中所想。就像我在节目中最后

一首歌所唱的，“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鱼儿

只有回归大海，才会游得更加欢畅。流行音乐

只有跟受众和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声

生不息”。

（作者为歌手，本报记者任姗姗采访整理）

好歌唱出我们心中所想
李 健

大 到 飞 天 巡 洋 、

高铁成网、乡村振兴、

冬奥盛会，小到建筑

空间、中式家居、杯盘

茶具……设计艺术的

持续参与，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焕发出更大活力。

飞 天 揽 月 ，纹 以

铭志。全新一代“飞

天”舱外航天服在核

心 组 件 布 局 及 按 键

设 计 中 借 鉴 了 人 机

工效学设计方法，在

配 件 装 饰 中 融 合 了

飞天、祥云和凤凰的

元素，将传统文化融

入航天科技，彰显中

国式浪漫。

飞 跃 古 蜀 ，一 眼

千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推出的《三星堆

奇幻之旅》，依托三星

堆大量考古发掘成果

和 云 端 即 时 渲 染 技

术，通过文物全景复

原、游戏交互场景搭

建、三维角色渲染等

设计手法，打造出我

国首个大型沉浸式数

字交互空间。观众可

以在多终端穿越回神

秘古蜀国，化身考古

队员探索遗址现场。

往日的信息单向被动

接收，转变为双向沉

浸式娱乐体验，三星

堆奇幻空间实现了传

统 电 视 的“ 破 屏 ”和

“破圈”。

这只是众多成功

作品中的两例。

设 计 对 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促进作用，不仅体

现 在“ 表 其 所 在 ”的

传 承 活 化 ，更 在 于

“谋其将往”，带动多

个产业的创新发展。

成功的设计，需要立足当代社会风潮，结合数字

科技与现代设计理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反

复咀嚼、深入理解。这种种因素，使设计成为驱动文

化资源传承活化的“加速器”。

从数字投影、虚拟影像等多媒体交互的故宫“画

游千里江山”艺术展，到火遍全网的河南博物院考古

盲盒，设计拓宽了多媒体展陈与博物馆文创的渠

道。从依靠人工智能生成的数字化“花窗”纹样，到

刺绣、苗服等非遗手艺与品牌联名爆款营销，设计打

开了传统手工艺跨界整合的新思路。从借助虚拟现

实技术的宁夏“云旅游”平台，到景区旅游产品设计、

路线服务接触点开发、线上线下瞬时联动，设计打造

了文旅服务独具特色的体验。

文 化 自 信 的 增 强 ，带 来 了 文 化 消 费 需 求 的 高

涨。在这样的机遇面前，艺术设计借助云端协同设

计、群智设计等全新理念，成为助力多产业发展的

“轻骑兵”，助推企业实现科技与文化结合，从市场需

求挖掘、产品外观塑造、管理模式创新、品牌价值传

播等维度，促进多个产业创新转化。

比如，融入了中国结元素的新一代国产 C919 飞

机内饰，不仅对传统中国结做了时尚化的演绎，更是

一次面向未来市场和消费者需求提供定制化设计方

案的成功尝试。创意源自“长信宫灯”的冬奥会火种

灯，用方圆嵌套的造型搭配顶部回旋的红丝带，用

2000 年前的环保之灯照亮绿色冬奥。登上 2021 年

央视春晚舞台的“拓荒牛”四足机器人，在奔腾向前

中迈出时代奋进的步伐，也在寓意吉祥的装饰中彰

显出科技美学的力量。设计成为打造产品颜值与感

官品质的神兵利器、连接高新科技与传统美学的坚

实纽带。

设计艺术，为我们点亮了美好生活。放眼未来，

设计学科仍需紧密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生活需

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提供更大助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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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设计，需要立足
当代社会风潮，结合数字科
技与现代设计理念，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反复咀
嚼、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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