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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小品《琴房》简析 银国春

    音乐小品是导演基础课的一个教学单元。其目的睥是使学生理解音乐在话剧演出中的作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关

系，强化戏剧冲突和舞台动作，创造典型环境，渲染或改变舞台节奏、气氛等……；训练学生运用音乐形象组织舞台动作的方法。音

乐小品中的音乐不仅起配音或插曲的作用，它要推定情节的发展和收场，要和小品的主要事件联系起来，它是事件的因由或转机，没

有它就没有动作。 

 

    “琴房”是表演师资进修班韩学军同学的导演基础课课堂作业之一。他从现实生活中组织的十年浩劫后“师生重逢”这一中心事

件，揭露了“四人帮”对两代人心灵、肉体的摧残，歌颂了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记个人恩怨，在新的基础上团结前进的崇高品质。 

 

    “琴房”中的音乐形象是一首小提琴练习曲。它在小品中共出现七次，每次都起到不同的作用，完成不同的任务。在清新的乐曲

声中大幕徐徐拉开，双目失明的退休教师王苏来到了校园。她忽然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心中顿起波澜，此曲正是“文革”前自已为得

意门生张扬作的。浩动中正因为这首曲子，她被残酷批斗而双目失明，……乐曲的第一次出现，预示了人物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事

件的因由。 

 

    乐曲的第二次出现，展现了人物关系，改变了舞台节奏、气氛。乐曲的第三次出现，混乱的琴声揭示了张扬极不平静的心境。乐

曲的四、五、六次出现都是由王苏用钢琴弹奏的。她为过去没有帮助张扬练好此曲而遗憾，她耐心认真的示范、诱导，帮助眼前的学

生提高演奏能力。音乐代替了语言，揭示了王苏纯洁、高尚的情操。乐曲的这几次出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强化了戏剧冲突和舞

台动作，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是事件的转机。乐曲的最后一次出现，它改变了人物关系，结束了情节、较深刻地揭示了主题思想。

“琴房”的音乐形象鲜明，用音乐手段组织舞台劫作的技术运用准确，较好的完成了音乐小品这一教学单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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