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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戏曲音乐的戏剧化与个性化 

□ 西安歌舞剧院  ○ 冯 兵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传统戏曲艺术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时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
发展趋势。如艺术形式上的众多成就、艺术思想上的不断提高以及对戏曲本身特征认识的
不断变化。其中，戏曲音乐的发展趋势尤为突出。 

唱腔音乐的个性化 

    传统唱腔音乐不仅牢牢地根植于整体的板腔体、曲牌体和综合体三大音乐体系的基础
之上，而且长期恪守着行为类别和情感类别的界限。这样的艺术形式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程
式，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却大大地限制了表演者的审美创造和欣赏者的审美联想，并最终
成为一种形式先于、大于内容与形象的符号。当戏曲的表现对象转向现实生活时，这些程
式如不能顺应新的审美需求，便有被扬弃的可能。这是因为不论是人们所关心的事物，还
是所熟悉的人物，大众都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去认识、去联想、去体验。表演者如
此，欣赏者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是音乐三大体系，还是行为类别和情感类别的表现方
法，就显得越来越贫弱。唱腔音乐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中，逐渐形成了个性化与板腔化的趋
势。 
    所谓个性化，主要是指唱腔音乐设计不再拘于传统的行为和表情类别，而是从故事的
时代、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感情的起伏出发，赋予其突出的个性色彩。这一趋势不仅充分开
掘了音乐的表现力，而且对利用音乐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展现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都起
到了很大的扩展作用。板腔化则是指利用音乐揭示人物感情起伏和心理状态时，不再恪守
传统唱腔中情感类别的简单划分，而是力图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感情发展由分散趋向集中
的过程。 
    不仅板腔体剧种保持和发展着自己的趋势，曲牌体和综合体剧种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变
化。尤其是在许多曲牌体剧种中，一些常用的曲牌（唱腔）也开始形成了一定的板式和套
路。至于近年来新形成的一些剧种，则从一开始就注意了板腔体手法的吸收和运用。 

曲牌音乐的主题化与戏剧化 

    传统戏曲音乐中有大量的曲牌音乐被当作描写气氛、揭示背景、配合动作、连接过场
的现成材料，加以广泛运用。尽管传统曲牌大都具有一定的鲜明节奏，可以表现一定的情
感和气氛，但因其受原则、内容、手法等因素的限制，在传统剧目中已被淡化为简单的象
征符号了。也因此，在表现现代题材时，就更显得无力了。于是，曲牌音乐的主题化与戏
剧化趋势便逐渐形成了。 



    所谓主题化，是指原来可以大量运用曲牌定势音乐的地方，开始逐渐被一种主题及其
变奏的音乐形式所取代。戏剧化则是特指那些具有提示、渲染矛盾冲突的音乐，其中既有
特定人物自身的心理矛盾，也有不同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总之，是一种戏剧性较强的音
乐。当前，不仅许多小型剧目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型剧目在这方面也表现得更为积
极。这些剧目不仅有着鲜明的主题音乐，而且在描写气氛、揭示背景、配合动作、连接过
程等方面都采用了这些手法，而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及性格冲突方面，主题化与戏剧化往
往显示了更为形象、生动、鲜明和深刻的作用，从而使戏曲曲牌音乐所应有的语义性作用
得到了更准确的发挥，真正成了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手段。即使某些地方仍然沿用了传统
的曲牌音乐，也大都在密切配合剧情的前提下，成功地进行了变化、发展。这些音乐因其
鲜明的时代性、生动的个性和准确、深刻的表现力，使得表演者和欣赏者都能因其贴近生
活、内涵丰富而激发自己的艺术创造和艺术联想。当然，曲牌音乐的主题化与戏剧化不是
对传统曲牌的一味抛弃，也不是信手抓取几首流行音乐作为时尚的标签。相反，不仅所有
的描写、揭示、配合、连接音乐在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上都直接来源于传统戏曲音乐的曲
牌运用原则和规律，而且在具体素材和艺术手法上，也都与传统的曲牌音乐有着传承、发
展的关系。 

乐队建制主体化与配器手法协奏化 

    戏曲乐队的建制与如何发挥其作用、如何保持发扬戏曲音乐的风格特点亦是一个新的
课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戏曲音乐积累了乐队建制主体化与配器手法协奏化的经验，
并已成为一种趋势。 
    传统的戏曲乐队因受重唱腔、轻伴奏等条件的限制，形成了少而精的组织形式。这种
形式与传统戏曲是相符的，但面对人们所熟悉的现代人物、现代题材，这种形式便远远不
能适应了。乐队建制主体化是在经历了土洋之争和多年探索实践之后逐渐确定下来的形
式。它既保留了必不可少的传统主奏乐器，又吸收了必要的其他乐器；既保持了戏曲音乐
的传统风格，又大大地开阔了音乐的表现力，是一种非常有效而又切实可行的建制形式。
为了发挥乐队的表现能力、保持音乐的风格特点，配器手法以协奏为主的乐队技法便应运
而生。这种手法不仅升华了戏曲音乐，也满足了广大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需要。 

音乐结构整体化 

    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戏曲艺术必须面对新的对象，因此出现了“音乐设计”、“唱腔
设计”之类的分工。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所谓“设计”，实际上只不过是依照唱词和场景
安排沿用传统的唱腔与曲牌。这样一来，戏曲艺术中各种艺术本应在相互适应的前提下取
得规范的本质规律，现在倒成了在规范的前提下互相制约的清规戒律，曾经以其生动的表
现力促进戏曲发展的程式逐渐成了限制戏曲发展的桎梏。 
    近年来，随着唱腔音乐、曲牌音乐、乐队建制和配器手法的进一步发展，音乐结构的
整体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音乐结构的整体化，是指音乐不能只停留在被动的、简单配
合的层次上，而是要体现剧本的整体结构，并将剧本所蕴含的情境，通过完整的音乐节奏
予以物化，用音乐语言有组织、有层次地表现出来。这种音乐结构和语言，不仅启发、引
导着表演者的审美创造，也启发、引导着欣赏者的审美联想，这种根据剧本的整体要求而
设计音乐的手段，不仅是“音乐设计”的完整体现，也是戏曲音乐发展的趋势。这种新的
趋势必将推动戏曲音乐的发展，使戏曲艺术焕发出时代的青春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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