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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化认同”视域中戏歌的解构与重塑

【摘     要】 从古至今，戏曲在经历了各朝代的兴衰之后，依旧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涌入

中国，与本土音乐元素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戏歌这一歌曲体裁。在戏歌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期具有着不同的历史涵义。

在新时代“文化认同的”的视域中，对戏歌进行解构与重塑，并顺应当今时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对戏歌的创作和表演提出公

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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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戏曲是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遗留下来的瑰宝，它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悦耳动听且动人心弦，而流行歌曲是新时代流入中国的音乐形式，极受现代人喜爱，将戏曲与流行音乐结合，就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戏歌。戏歌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的听众，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本文对戏歌进行解构与重塑，在时代背景下使戏歌能够更好地发展与弘扬。
一、文化认同视域的时代内涵和戏歌的历史背景

1.文化认同视域的时代内涵
    “文化认同”是在群体中体现出来自于每个人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表现在地理位置、性别、种族、历史、宗教信仰等方面。文化认同相较于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更具有深远的内涵，具有“自我认同”特征。在我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是与生俱来的内化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依托于我国人民的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中国人愿意接收且具有感染力、号召力、凝聚力的新体系，在新的文化体系中能够反映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共同思想 [1]。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其含有丰富的精神含义且具有很强的人文精神，音乐是组成我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特殊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我国的音乐创作而言，必须建立起以传统文化复兴为目标的文化认同。能够使音乐的创作者通过吸收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养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多元音乐文化的形式，选取当前人民较为喜爱的音乐表现形式进行融合，创作出能够被大众喜爱并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作品，引领群众通过对含有传统文化因子的当代音乐作品的欣赏，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诉求和审美体验。在欣赏过程中大众所表现出的感受可以为创作者提供人们文化认同的方向，使创作者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抒写内心渴望的艺术，创作更想听到的音乐 [2]。

2.戏歌的历史背景戏歌，是结合了我国古代戏曲的旋律和部分作词形式用流行的音乐形式创作出来的歌曲形式。中国的戏曲艺术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越发精湛，其曲风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戏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继承戏曲的精髓，而且融入了现代音乐，非常具有时代特征。它既有中国戏曲的韵味，也有当代生活气息。自 1940 年开始，当时的词曲作家就已经开始探索将戏曲融入到歌曲的道路，并为了得到更好的结合，更完美的呈现，不断作出大量的试验。戏歌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都创作出极具代表性和特色的作品。时至今日，历经七十多年，在独特的时间节点都呈现了不同的音乐特色。

在戏歌的发起期，我国的文艺工作者就以我国的传统“秧歌戏”为素材创作了新的秧歌剧。代表作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作品。这一音乐形式的兴起在延安地区掀起了一股潮流，这是民间戏曲第一次融入到歌曲创作中。在 1945 年，歌剧《白毛女》应运而生，这是外来音乐形式民族化的典型作品，为后期更多元的戏曲歌曲融合奠定了基础。在戏歌的发展期，国家一级演员，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老师，在 1983 年的央视春晚上用介于戏曲和民歌之间的唱法，歌唱了一曲《乡恋》，这首歌迅速风靡了大街小巷。
1989 年一首结合了京腔与京剧的《故乡是北京》轰动全国，紧接着《前门情思大碗茶》等一系列融合了京剧的歌曲被创作了出来。时至今日，戏歌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更多年轻的，追求传统音乐文化，承袭戏曲精髓的创作者加入了创作戏歌的行列。
2010 年李玉刚演唱的一曲《新贵妃醉酒》火遍大江南北，并在
2011 年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内地金曲奖。奠定了戏歌在文化认同中的重要地位 [3]。
二、戏歌的解构

1.对早期戏歌的解构在戏歌的早期萌芽状态，将戏曲文化融于歌剧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展现的是当时的政治背景，人民在新的政权领导下得到的新生活，体现当时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例如，《白毛女》等作品就是将地方戏的唱腔和音乐元素融入歌剧创作，在作品中呈现的都是劳苦大众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情节，对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人民是非常具有影响的。他们正经历着那个时代，经历过黑暗，也迎来了新生，在歌剧唱起的时候能够直击心灵，感同身受，并且歌剧中融入了中国人熟悉的戏曲元素，令当时的人们很容易接受。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可以为当时的群众建立积极向上的音乐审美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众建立自主意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理念提供基础，增强共产主义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 [4]。
2.对发展期戏歌的解构在 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这项基本国策。自此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由此，打开了我国接收外来文化流入的大门，就是这个期间，港台的流行歌曲涌入内地市场，对于当时的传统戏曲、民歌、歌剧的市场份额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外来音乐的入侵使传统音乐的发展举步维艰。国内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使当时国内现存的音乐人产生了慌乱，时代的脚步驱使当时的音乐人对于当前的音乐形式作出改变，为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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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促使当时国内的音乐形式必须做出相应的创新。在那个开放经济。多元文化涌入的年代，出现了以阎肃、姚明老师为首的传统音乐革新者，他们以专业的音乐功底、扎实的艺术理论以及对当前形势的洞察力，创造出了一系列融入京戏元素的戏歌。通过戏歌的传播、传唱，使广大群众得益于欣赏和接触传统音乐文化元素，为传统戏曲的传承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更让人们从歌曲中领略到我国古典戏曲音乐之美。融入京戏元素的戏歌在国内的大流行，为传统的音乐文化培养了一批新的爱好者，在很大程度上夺回了内地音乐的市场份额，更是吸引了更多的流行歌曲唱作人关注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戏曲文化 [5]。
3.对成熟阶段戏歌的解构 在当今的二十一世纪，我国的经济、农业、军事、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已经不单单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加需要精神上的享受，加上我国改革开放 42 年以来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的涌入和影响，促使我国戏歌的创作也更加的多元化，京剧戏歌的成功带动了我国各地方戏曲与流行音乐相融合，从而探索出了更多的戏歌形式，例如，慕容晓晓演唱的《黄梅戏》，这首歌曲中插入了黄梅戏中女驸马的选段，“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此曲朗朗上口，让人过耳不忘，提高了黄梅戏等小戏种在人民群众中的知名度。并且歌曲优美动听，深受人们认可，使戏歌真正地成为一个新的中国特色音乐体裁 [6]。

三、戏歌的重塑
1.以传统文化复兴为理念传统音乐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无论是戏曲还是民乐都承载着历史意义，传统音乐文化以它独特的音乐形式折射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文明，保护历史传承音乐文化，是中国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当我们沉浸在戏歌的曲调中时，不仅可以从音乐的回响中使思想得到放松和愉悦，更可以从中领略中华大地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总结分析戏歌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戏歌中包含着传统戏曲元素，戏歌选取传统戏曲中的精华部分，融入进当前时代的流行音乐中，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并深受喜爱。在新时代“文化认同”的视域下，复兴并不意味着传统戏曲完整的呈现，选取一部分精华进行推

广普及以更符合当下的社会需求，更容易拓宽传播的广度 [7]。
2.切合人民审美倾向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的应用，扩展了中国人对音乐的了解范围。人民群众所接触到的音乐类型更加广泛，在我国当前多元音乐文化的背景下，人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在近几十年中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近些年，各地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网络媒体对音乐的大力推广，创办的多种多样的综艺节目，丰富了人们的音乐视野也提高了人们的审美观，人们更加渴望更高层次的、新的戏歌出现。在

2017 年 9 月，央视推出《中国戏歌》这一真人秀节目，以“唱响最美中国戏歌、讲述最真中国故事” 为核心理念，在当前音乐环境下满足观众的音乐审美倾向，以其中丰富的戏曲元素推进传统戏曲文化，此节目一经播出便得到观众的认可。由此可知，唯有契合受众的音乐审美取向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3.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输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独具特色。在但当今世界上驻足东方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中国人，应当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前沿思想相互交流，将传统音乐文化作为中国的名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输出，以中国戏曲的文化魅力去吸引外国友人，坚持全球化中东方大文化创新的理念，将我国优秀的艺术带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我国戏歌的美。例如，著名歌手李玉刚在悉尼歌剧院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将多首戏歌带出了国门，他以优美的歌声，饱含中国古典美的舞台得到了广大外国友人的认可，悉尼市政府还给他颁发了“南十字星”文化金奖。

四、结语
戏歌作为我国独有的歌曲体裁，经过各时代的发展，已经作为中国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呈现在世界文化之中。它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人的音乐美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者重要的地位，也是当今文化认同中的重要支撑，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艺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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