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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剧音乐的当代嬗变和歌剧化戏曲音乐的形成及特征

【摘     要】

【关键词】

我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具有千奇百怪的多样性，其中堪称为国粹，具有古典气息的戏曲音乐更是久负盛名。不过，随着时间

的推进，它已经蜕变成了更好被大众领悟的歌剧化音乐；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而如今，它总算历

经千锤百炼，从当初的利刃变成了现在让人着迷的古物。歌剧化音乐的未来是多元化发展战略所赋予的，并且还赋予了它极具

代表性的多个特征。它将是美好而又闪耀的，让我们共同期待。

传统戏曲音乐；歌剧化戏曲音乐；特征与形成

戏曲是什么？是举手投足间表述故事。当这个世界进入新的时
期，我国戏曲也与时俱进，紧随脚步，进入了新的章程。它发生了变异，
创作的思维想法以及技巧，甚至是曲调的构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当属歌剧化戏曲音
乐究竟是如何由传统戏曲音乐一步一步地蜕变而成。通常情况下的
变革、衍生，都是万变不离其宗，歌剧化音乐虽也是如此，但它更
像是一种崭新的戏曲音乐，所以把它与传统的戏曲音乐混为一谈是
错上加错；它的诞生就是我国戏曲和戏曲音乐跨入新世界的标志。
一、迫使传统戏曲音乐转变的多方面因素

峰回路转，首先，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是戏曲？是单单的歌舞
表演么？不，它是一种对我国有重大意义的民间艺术，它所蕴含的
文化是不可估量的；它的鼎盛时期有如群星璀璨，那么具有如此风
光的传统戏曲音乐究竟为什么要转型呢？
1. 法规的改变
在曾经的那个年代，许多演员都是将作曲家的佳作修改后，直

接投入到戏曲演出之中，优秀的曲风及演员绘声绘色地表演是传统
戏曲音乐在当初风光无限的原因之一。但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法》
的诞生，这种人人爱之的潜规则被打破了，在没有得到作曲家，即
原作者的允许时，演员是不能私自修改的，倘若修改便是在挑战法
律；况且，作者因为这一法规的诞生，也知道了自己的应有权利，
知道了自己的作品可以不是公共财产，知道了进行保护。所以慢慢
的，这种风俗变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事。最为影响传统戏曲音乐的
是，因为这一铁的规则，演员的主导地位，依靠演员来进行发展的
模式也渐渐飘散。
2. 总体构造的改变
任何的事物都需要有他的基本结构，基本布局，这关系到戏曲

音乐能否以健康的状况进行发展，这极其考验管理能力。在上世纪
新中国成立时期，因为多方面因素民间的戏班渐渐消失在了大众的
视野，具体原因，在这里不做赘述。慢慢的稳定下来后，不同以往
的民间戏曲班才重新出现，将那段时间陷入低迷的戏曲音乐拉出了
深渊，让它得以复兴。由此，那些深受大众喜爱，却濒临消亡的经
典剧目再次呈现在公众面前，为公众带来了欢声笑语。可以见得，
在我国戏曲音乐的发展下，民间戏曲社团具有的地位不可估量。
3. 表演体系的改变
因为艺术体系的变化，演员的重要程度开始急速下降，曾经演

员要负责诸多事务，譬如剧本的选择、剧本的编写、灯光的调度、
灯光的具体安排、剧目的导演一概等等，甚至还有戏班的经济开销，
这些都是演员要负责的，身兼数职，放到现在，其压力是常人不敢

想象的。演员的主导地位又一次发生改变，戏曲班里众多职位的诞
生瓜分了演员的权力，他变得只需要根据剧本来进行表述，听从导
演的安排，大到动作小到表情，用心演好每一出戏。可以说，若是
抛除演员的嗓音与身材，虽然没到一文不值的地步，但和往常相比
也是判若云泥。以演员为首的表演体系由此彻底覆变。
4. 唱调的改变
唱调可以说是戏曲音乐的灵魂，但纵然如此，传统戏曲音乐的

灵魂所在也发生了变化。它变得开始歌曲化了，其中最为凸显的剧
种当属曲牌体，这个剧种多数的唱调在上世纪 50 年代左右就已经
完成了歌曲化的改变，但那还并不怎么彻底，进入具有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时期之后，唱调的歌曲化才是真正的切树倒根。

曲牌体剧种的唱调正如其名，唱词也是有一套规则的，但那个
时期的曲牌体唱词再也没有顺从那套规则，反而想要另辟蹊径，但
失去了面条的汤面还怎么能叫汤面？如果往坏了说，这或许就是在
自取灭亡。曲牌体唱腔的被丢弃、消失令人惋惜。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戏曲音乐发生的变化是十分
磅礴的，给人的惊讶也不可言喻。它在渐渐地向西方的歌剧靠拢，
也就是传统戏曲开始越来越像歌剧，但它的本质，依旧还是我国的
戏曲音乐。
二、歌剧化戏曲音乐的成型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传统戏曲音乐的转变等同于戏曲音乐歌剧
化的具体成型，但它们其实也是两个不一样的方面，前者是我国戏
曲音乐令人震撼的莫大变化，后者则是一种结果。

传统戏曲音乐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或者也可以说是两种音乐，
第一是上世纪 40 年代前期，以演员为主导地位的传统体系，第二
个则是从演员主导地位结束到改革开往前的这段时期的传统戏曲音
乐。至于以作曲家创作为根本的传播形式，姑且算作第三种。

而第三种戏曲音乐的成型，应当是经历了以下阶段。
1. 上世纪，即 1945 年左右到文革前
歌剧化戏曲音乐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进行组建的，而这个起

始日期，多半都公认为以两大名家投身于戏曲创作的年份为标志，
二位老先生曾学习了西方作曲方法，并且，他们二人是这些经过熏
染的人中率先参与进戏曲音乐的创作之中的。至此，他们开创了作
曲家加入到戏曲音乐创作的先河，也即为歌剧化戏曲音乐创作的开
山鼻祖。

到了这里，因受二位老先生的影响，许多此专业，学习过西方
作曲并顺利结业的学生以及那些戏曲爱好者，也先后加入到了戏曲
创作之中，为歌剧化戏曲音乐的成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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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戏曲历史文化中具有重大意义。
2. 处于文革时期的歌剧化戏曲音乐
这个阶段对于歌剧化戏曲音乐更像是一段过渡期，歌剧化戏曲

音乐在这个阶段产生的发展较为平淡，但值得一提的是，“样板戏”
中出现的音乐在各个方面与传统的戏曲音乐相比可谓是大相径庭，
譬如创作的思想、风格以及技巧，由此可见，我国戏曲音乐的创作
理念发生变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3. 我国新时期至今的歌剧化戏曲音乐
这个阶段是歌剧化戏曲音乐大体旺盛的时期，这时候的戏曲音

乐作曲多半已经由第二代的作曲家负责创作，而这个第二代，也就
是前文提到的学习过西方作曲并顺利结业的学生们，时至今日，他
们已经我国戏曲音乐作曲方面的坚固力量，但他们当初可是没少被
石头绊倒，若非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非常安定，且有了前人所
积累的经验，帮他们打下的基础，想必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会走的更
加艰辛。

歌剧化戏曲音乐气势如虹，在那个年代十分盛行，这意味着我
国传统戏曲音乐已经完全转变为歌剧化戏曲音乐，并且这种风格带
有奇妙色彩的音乐形式还非常受欢迎。但好景不长，戏曲的发展无
比坎坷，没过多久，歌剧化戏曲音乐突然变成了墙角的窝窝头，没
有人再愿意去观赏，这是戏曲的又一次劫难，作曲家们也因此陷入
了迷茫，甚至很多戏曲艺术团体开始解散，另谋生路。但也有很多
人不愿放弃，冥思苦想，将实践与之结合，发现契机就在于曲子的
创作，所以这个重担落在了作曲家身上；他们开始了尝试，甚至连
唱腔都由作曲家来进行设计，可石沉大海，他们发现戏曲音乐竟然
渐渐沦落成为了作曲家手中没有生命的作品，因为演员只是刻板地
将作曲家的风格唱出，完全失去了戏曲本身的灵活百变。纵然如此，
他们仍不气馁，另寻他法，思考出了新的创作模式，完美契合了观
众的审美。

新的创作模式十分多样化，新式技巧等现在仍有作曲家在沿用，
而那些传统戏曲的创作方法则被作曲家们放弃了。总而言之，这些
变化对于戏曲音乐的进步拥有很大的作用，中西结合的手法至今更
是依旧昌盛，仍被人们认可。

而到了 21 世纪，戏曲音乐的环境更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各
种奖项、大型赛事层出不穷，由此，作曲家们备受鼓舞。话说回来，
那个时期对我们来说是我国的新时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新环境，
那对于戏曲来说，那个时代完全就是戏曲音乐转型从而走出的蜿蜒
道路。

三、浅谈歌剧化戏曲音乐的特点
歌剧化戏曲音乐经过了这么久的成长历程，早已有了自己独有

的鲜明特征。
1. 它具有专利性
曾几何时，戏曲音乐作品的所有权并不是仅仅属于作曲家的，

它对于公众而言，完全是一种公共财产，谁都可以使用它，但没有
人可以拥有它。从毫无所有权的概念，到懂得保护自己的应有权利，
对作曲家的权益进行了保障，从人们都可以进行的创作到仅个体才
能够运行，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它具有中西结合创作技巧与思想
西方音乐的华美与我国的戏曲本质相融合，这从根本上改变了

我国戏曲音乐，是一个了不起的尝试。
3. 极强的娱乐性
戏曲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它多半是人们的茶余饭谈。不过作曲

家乃至演员，却不能把它当成一项娱乐活动，因为这种娱乐性很有
可能会害了自己，戏曲延续至今，它绝不单单是娱乐。
4. 繁衍传播
漫长的时光中，我国的戏曲音乐历经了三种传播变化，现如今

依旧是技术传播占领了主位。但目前的传播方式却并没有使戏曲文
化得到增强，反而正在逐步地缩减。因为在上台演出时。演员的一
切行为都宛如复制粘贴一般，二次创作的可能性早已灰飞烟灭，所
以，这种传播方式并不能提高戏曲的传播功效，所以将自然传播与
非自然传播融会贯通才是极好的。

这些都是戏曲的显著特征，当然，能通过时间考验的戏曲音乐
远不止这四点特征，但从这几点中，可以发现传统戏曲音乐发生的
根本性变化。
四、结语

总而言之，传统戏曲音乐发生的变化不禁让人咂舌，而在前辈
们的汗水中，歌剧化音乐正在持续性发展，未来让人期待。时光的
摧残下，有很多人都认为传统戏曲音乐应当被舍弃，从而人们才有
更多的精力来关切歌剧化戏曲音乐，但三种戏曲音乐也可谓相辅相
成，刨除哪一个对我国戏曲音乐来说都是绝大的损失。期望三种戏
曲音乐能够和谐发展，坚决实施多元化战略，让三种戏曲音乐更上
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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