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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苏庆煌的个人专著《云南花灯》为学术视点，依托其著述内容与笔者的

“视听”体验，对书作的时代意义、文化价值、传承功能进行了从“音感”内涵到“乐感”

外延的评价，意在说明，花灯音乐作为一方水土中民众集体的文化创造与情感记忆，是时代

变迁过程中需要传承的文化财富，同时，对苏庆煌老师数十年的创作成就进行了学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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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前，当我还以手风琴演奏为职业混迹于江湖的年代，出于工作的

需要，我曾多次参加省里组织的“省委、省政府春节慰问团”进部队、下基层的

演出工作。在这样的行列，几乎每次都少不了花灯表演艺术家袁留安老师的参与。

演出团所到之处，无论是台上的表演还是演出结束后的互动过程，袁老师都是场

上和场下的中心人物，他在基层观众中受到追捧的程度，绝不亚于今天“明星”

与“粉丝”的关系，在这样的感染中，我也深深感受到花灯艺术在广大民众中所

具有的的生命力。 

几年前，为了完成一项课题的资料收集工作，我带着学生们用近三年的时间，

行程近万公里，实地考察了云南的一百多座不同性质的古戏台，在与各式戏台“近

距离”接触的过程中，广大基层民众与花灯歌舞水乳相融的关系再次为我开启了

一个了解民间文化生活景象的全新视角。作为“另一种言唱”的表达方式与地方

文化记忆，花灯艺术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又一次深深地感染着我。 

基于此，在今年我为研究生拟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时，其中就拟定了《环滇池

流域花灯音乐的文化学研究》这一题目。正当我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花灯音

乐的相关资料时，苏庆煌老师即送来了他的新著《云南花灯——灯歌••灯舞•灯戏

音乐作品精选》（以下简称《作品精选》）。从苏老师的这部《作品精选》中，我

才知道，袁留安老师当年的许多唱段和各地民间传唱的许多花灯唱段，均出自苏

老师的创腔设计。 

据我的了解，数十年来，苏老师对于传统文化，特别对于云南花灯音乐的传

承与推广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正是这种老骥伏枥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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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有必要借方寸之地表达我对苏老师的敬意和对传统艺术的一种感受，从而写

下以下的文字对苏老师的新作予以推广，也算是还愿于过往的一段文化机缘。 

花灯歌舞素以其载歌载舞的表现特征在云南民间一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只是由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制约，其音乐更多地只能在民间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

承，但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却以草根的韵味和质朴的感染力，在云南广大民众的

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体验”完整的意义系统，

成为云南地方性文化体系的独特标志而被民众所感知和记忆。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云南花灯艺术的开拓者王旦东先生就带着他的

“农民救亡灯剧团”上演了由他指导的大批宣传抗战救亡的花灯剧，让花灯从“民

间”升格为了“主流”、由“民间歌舞”升格为了“舞台戏剧”，为花灯这一民间

艺术形式承载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作为一种文化的启蒙，

王旦东的艺术轨迹为新时代花灯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编创思路。由此出发来审

视苏老师的《作品精选》，实为一位老艺术家筚路蓝缕投身艺术创造、尊重传统

而不因循守旧，将灯歌、灯舞、灯戏音乐进行创编后展现的洋洋大观。 

现我就对这部《作品精选》“识读”后的感受，谈几点体会。 

一、《作品精选》蕴涵的传统养料 

俗话说得好，厨子一锅汤，戏子一口腔。地方戏曲音乐素以依托地方曲牌的

灵活运用，才能以“托腔保调”的技法支撑来实现人物内心情感的刻划，从而完

成“一方水土一方歌”的审美表达。作为戏曲音乐的“生命线”，对这一要素的

操控说来容易，但真正要在创腔设计中实现这一目标，除要求曲作者需掌握基本

曲牌运用的能力，更需曲作者具有敏感的内心感悟力，才能为表演者塑造剧中人

物的二度创造提供个性化发挥的空间，因此冯光钰先生就认为：戏曲从萌芽到形

成，从茁壮成长到日趋成熟，都是以声腔为主体的综合。恰恰在这一点上，苏老

师以他丰厚的实践经验，显示出他善于在云南各花灯流派中辨析不同曲牌表现个

性并灵活运用曲牌、设计声腔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型剧目《陈圆圆》

的创腔中获得印证：在这部作品中，为保持统一的音乐素材以加强全剧音乐形象

的连贯性，苏老师虽均以《金纽丝》这一曲牌作为陈圆圆的主题音调，但在贯穿

全剧的不同时间的推进变化中，苏老师又根据不同场景的剧情变化，对《金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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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变奏，通过节奏压缩、时值增长的手法以及配器的“调色”，实现了整体中

求得符从剧情个性变化的目标，刻划出陈圆圆这一悲剧性人物内心情感跌宕多舛

的复杂变化，提升了人物叙事性的表现力、突出了戏剧性的矛盾挤压，特别在《一

生坎坷多艰难》这一陈圆圆的代表性唱段中，苏老师还融入了玉溪花灯曲牌中《倒

扳浆》的旋律基质，这既满足了人物的性格刻划、又增强了花灯音乐富于歌唱性

抒怀的审美特征，由此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历史生命，使这部作品成为云南花灯剧

目中的上品。若要探寻苏老师何以拥有能移自如调配不同曲牌的能力，在我看来，

这与苏老师早年从事乐队演奏与指挥、多年来又注重国学研修、躬耕创作实践、

活跃于民间并勤于向老艺人求教的结果。这种源于传统的吮纳和积淀，在苏老师

的《作品精选》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传统音乐的素养与他的艺术生命沟通得非常

畅达，在“视唱”他的创腔设计时，我感到传统的旋法运动方式甚至已成为了曲

作者的呼吸方式，可以说，这种来自于民间形而下艺术精神的心灵体验，它常常

和学历的高低与职称的高低没有关连，而这种艺术生命的自然表达，在我们音乐

生态的现时环境中，，已成为难以见到的风景 

二、《作品精选》蕴涵的技术创新 

花灯作为一种源于田野的“农村戏曲”、“草根戏剧”、昔日“草台教化”的

音响表达，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适应都市社会的审美需求，使“俏花灯”

永葆生命的活力，这是所有传统的艺术形式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从《作品精选》曲谱的时间轨迹中可以发现，在历时四十余载的创腔实践中，

如何对传统花灯曲牌的“形式感”进行拓展与超越，始终是苏老师关注的焦点。

如《王昭君塞上抒怀》一曲，是苏老师用花灯曲牌设计的一首女声独唱，其中加

入了男女声伴唱的手法，这种借鉴川剧“帮腔”的设计，既调动了主人翁内心情

感的升华，又以丰富的人声增强了旋律的层次、强化了意境的感召、拓展了听觉

的空间。从曲式构成来看，创腔设计有机地将“曲牌联缀”与“主题发展”相融

合，为了拓展人声的表现力，以符合人物形象塑造的“张力”，苏老师在这首乐

曲的横向布局中，通过“去曲牌化”的尝试，把不同曲牌的旋律经过提炼、重组，

创造性地注入了个性化的“拼贴”，使得新的创腔中已经很难识别哪一句、哪一

段是哪一曲牌的具体显现，但却又使人在化合无痕的“灯味”中感受到旋法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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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技术处理，横向运动的绵延在叙事表达上却提升了情绪的延伸力和扩张

力，为花灯音乐的传播在更为“艺术化”的舞台上的亮相提供了“形式感”的技

巧支撑，为花灯音乐与时代审美需求的结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同样，这种技术

创新的拓展，在大型花灯剧《蝶恋花》第七场的《将碧血化云霞飞向朝阳》的唱

段中，再次体现出苏老师这种对创造的继承性和发展的传统性的个性化追求。 

我们知道，戏曲的“程式化”是构成戏曲艺术情感隐喻的重要手段，因此，

戏曲音乐的表述习惯与传统直接作用创腔的设计并影响着创腔的旋法与音高走

向，也决定着创腔的风格表达，在这一唱段曲牌的安排上，苏老师选用了《金纽

丝》和《打枣杆》为旋法结构的基本织体；即以《金纽丝》的大过板变奏出一段

动人心魄的旋律，紧接其后，旋律又以《打枣杆》和《金纽丝》的主音列旋法交

替重叠，使得“正宫”与“背宫”两种旋法的交织增强了音响的色彩对比，进而

以旋律运动的层层推进，把剧中人物杨开慧在身陷囹圄后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淋

漓尽致地衬托出来，以“托腔保调”的手法，实现了人物情感在音乐烘托中的升

飞。 

这种以音乐声腔烘托戏剧色彩、以多层次音乐结构调动人物内心情感冲突的

技法超越，正是苏老师吃透了花灯音乐旋法规律、用活了“九板十三腔”具体外

化的表现。 

三、《作品精选》蕴涵的传承意义 

云南花灯是在广泛吸收云南民间音乐养料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物象，因此被

民众称为“俏花灯”、“绚烂的山茶花”，直到今天，它们仍以其“声音技艺”的

独特意义表达出云南民众一种伦理道德的展演过程、一种与信仰融为一体的生命

过程和与习俗共生共存的生命过程，因此云南民间有俚语唱道：三天不听灯、眼

睛不想睁，十天不听灯，做事慢腾腾，一月不听灯，日子太沉闷。这一现象正如

民俗学家刘铁梁先生指出的那样：某一文化现象如果长时间地被某一社会群体所

沉溺，那么这种文化现象一定是触及到了这个群体人们的深层心理。从这个意义

上讲，苏老师把集数十年间不同时段编创的三十余首（套）作品进行精选结集出

版并配上相应音响资料的艺术总结，既对和谐社会的当代构建体现出一种人文关

怀、又对云南“集体记忆”的“无形”文化的传播搭建了一个“有形”的传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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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表现出一位文化人的社会责任——而这对于一位年逾七十、本该在家遛狗侍

草的长辈，更是为我辈树立了学术的榜样。 

花灯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标志，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对这一文化物象的

存在意义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在当今这

样一个强调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我们却不能不对这种祖辈留下的文化记忆抱有

一种起码的尊重和责任，这不仅是社会伦理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不同社会身份、

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和谐相处的准则。面对当下传统艺术形

态是“保护”还是“消亡”的态度问题，人们各持己见、甚至难以沟通，因此还

是不争议为好，而有学者提出的建议却值得采纳，他们指出：对传统艺术的态度

当前应做好三件事：1、详细地记录实地收集到的资料并将之小心保存；2、出版

实地录音和录像；3、帮助文化政策制定者，更加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的价值，

并具体地建议他们，该如何去支持地方传统。如此看来，苏老师《作品精选》和

随书唱腔光盘的出版，正是这种少“愤青”多“实干”正能量的具体践行。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生存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它才具有传承的价值，在这一

过程中，惟有人才是社会传承的主体、是创造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动力源头，与

此相一致，花灯音乐传承的途径，也只能在一代又一代热爱它的民众的表演和聆

听中反复出现，其生命之花才会青春常在，可以肯定，《作品精选》定当成为研

究花灯音乐的好教材、成为传承花灯音乐的活乐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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