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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的融合路径
——以歌曲《悟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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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音乐文本形态在近年逐渐增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具有突破戏曲发展

困境、丰富流行音乐内涵、创新声乐演唱技巧的多重价值。《悟空》作为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良好范本，其歌词上白话与文言混搭，

伴奏上中西方乐器融合，唱腔上加入戏曲尖音等，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新的艺术生命，是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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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是当今社会最为普遍发展的一种音乐形式，其内容

通俗易懂、个性鲜明，拥有独特的音乐特色。《悟空》这首歌曲

是流行乐男歌手兼音乐制作人戴荃的原创歌曲，整首歌曲灵感来

源于戴荃心目中对我国古代名著《西游记》中悟空这一形象的理解，

借由和悟空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自我的内心彷徨，宣泄出灵魂深

处的呐喊。

戴荃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流行风格和戏曲风格完美结合，

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也让更多的人体悟戏曲

的魅力，以《悟空》为例探究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的融合路径具

有代表性。

一、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发展概述

（一）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上，将戏曲音乐元素融入流行歌

曲的现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出现。民国歌唱家周璇的《百花歌》

和《花开等郎来》的旋律取自苏州、无锡一带的传统评弹和小曲，

具有些许戏曲意蕴。改革开放后，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的融合发

展势头良好，1987 年姚明创作的含有京剧京腔的流行歌曲《故乡

是北京》、1989 年姚明在歌曲中引入京曲调而创作的《唱脸谱》

均是流行音乐与戏曲融合的良好范本。

此后，流行歌曲融合戏曲音乐元素进行创作与演绎的样式与

方法经过数十年的变迁，发展趋于多样化。2000 年后的流行音乐

与戏曲元素的融合发展逐步深化，出现大量流行元素与戏曲元素

融合的优秀歌曲。

例如 2006 年王力宏创作的《花田错》，“花田错”的名字本

身就取自我国传统京剧《花田错》，在音乐表达上，将自由转音

与京剧唱腔融合，是流行音乐中增添戏曲元素的融合模式。2011

年由京剧改编、音乐风格属于“流行京剧音乐”的《新贵妃醉酒》，

是在戏剧结构上添加流行元素的融合模式。2015 年戴荃在《中国

好声音》原创的歌曲《悟空》，是流行音乐中增添戏曲元素的融

合模式。直至今日，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依旧处于蓬勃发展

阶段。

（二）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音乐文本形态

把戏曲唱腔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被称为“戏歌”，

由字面可见，戏中有歌，歌中有戏，但依旧总属歌的范畴。流行

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音乐文本形态主要有两类，一是加入戏曲

元素的流行歌曲，二是加入流行音乐元素的戏曲。

1. 加入戏曲元素的流行歌曲

这种文本形态最早是以演唱风格融合的形式被广泛应用于流

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初期，国内音乐家们受自身已定型的音

乐底蕴和传统戏曲文化的影响，在唱法上会自然地代入戏曲唱腔。

在此背景下，加入戏曲元素的流行歌曲又分为两类。

一方面，以借鉴戏曲元素的曲调唱法为主的流行音乐。例如

信乐团改编的歌曲《北京一夜》。其副段里运用的京剧花旦唱腔“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了许多情”这一句，使其成为经典之作。歌

曲以架子鼓、吉他、贝斯等一系列流行器乐作为伴奏。所以以其

基本的音乐布局来看，这首歌仍然是属于流行歌曲的范畴。

另一方面，以借鉴戏曲编曲为主的流行音乐。在歌词和曲意

中采用京剧剧目，编曲和演唱中借鉴模仿戏曲唱腔。如王力宏的

经典“中国风”歌曲《花田错》。

2. 加入流行音乐元素的戏曲

加入流行音乐元素的戏曲在乐段上多会进行歌与词的并置，

并将京剧唱段演唱风格进行流行化改编，结合流行音乐的曲风进

行呈现。例如，闫肃、陈晓涛的作品《变脸》便是将经典川剧中

加入了流行音乐元素，曲风剧词流行化、大众化。其中戏曲占歌

曲的比重较大，且以京胡等传统器乐作为配器，因此属于加入流

行音乐元素的“戏歌”。

此类歌曲的演唱需要字正腔圆，要求演唱者要有戏曲演唱的

功底，并且掌握、运用好流行歌曲的发声方法，就演唱而言，此

类作品的演唱比别曲的难度更大。

二、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多重价值

（一）突破戏曲发展困境

程式化是戏曲的主要特征，程式化即标准化、规范化，戏曲

的唱、念、做、打都要在一定的规范中程式化展现。而随着现代

多元文化的冲击，年轻一代更喜爱具有创新性、灵活多变的音乐

形态；喜爱戏曲的中老年人也通过“抖音”等软件开始关注多元化、

流行化的各类现代音乐范式。

程式化的戏曲音乐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戏曲的受众

逐渐缩小，流行音乐的受众却在逐渐扩大。将戏曲元素与流行音

乐相融合，能够为戏曲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让戏曲元素依托流

行音乐有更深化、长足的发展，戏曲本身的“程式化”固化标准

也被逐渐打破、创新。

人们通过流行音乐的载体，进一步认识了戏曲，并对戏曲产

生兴趣，戏曲现代化发展的困境被打破，戏曲传承发展的受众基

础也得以扩大。

（二）丰富流行音乐内涵

当前，流行音乐乐坛百花齐放，其包含爵士、摇滚、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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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音乐等多种形态。然而，在快餐式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流

行音乐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

一是抄袭争议，例如《花游记》与《爱游记》；二是歌曲质

量争议，例如 2020 年杨坤针对《惊雷》的批判，据此，《新京报》

指出，“音乐不分贵贱、但分经典与糟粕”。

由此可见，现今流行音乐丰富、但部分流行音乐缺失内涵。

戏曲被称为我国“高度综合的民族艺术”，其内涵丰富，是经典

的音乐艺术。大部分以流行音乐和戏曲元素融合的歌曲，例如《花

田错》《唱脸谱》《北京一夜》《悟空》等，都获得不同等级的奖项，

并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流行音乐与戏曲在“快与不快”“变与不变”中逐渐融合、

平衡，其融合能够扩大流行音乐的题材选择、丰富流行音乐的内涵，

从而提升流行音乐乐坛的整体质量。

（三）创新声乐演唱技巧

不同的音乐文本形态及其分类都具有不同的演唱技巧，例如

流行音乐中包含的说唱、摇滚、爵士、布鲁斯等都具有不同的演

唱技巧。

但大体来说，流行音乐在咬字吐字方面强调抒发感情，所以

在演唱技巧上并不着重要求，演唱者直接经由口腔进行吐字，以

口语化的形式突显亲切的听觉观感，更加接地气、贴合人民群众

的情感需求。

而戏曲在唱腔上有严格的技巧要求，演唱难度较大。将戏曲

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能够创新声乐演唱技巧，提高流行歌曲的声

乐水准。戏曲唱腔是中国戏曲音乐独有的说法，是戏曲的主要组成。

三、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有机路径——以歌曲《悟空》

为例

（一）歌词部分：白话与文言混搭

在大部分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融合的歌曲中，都具有“文白

混搭”的特质。“文白混搭”即白话文与文言文混搭，并且歌词

常夹杂成语甚至复杂古文词语。

《悟空》这首歌曲是戏曲融入流行歌的文本形式，夹杂了戏

曲中的“说唱”特质，歌词也是“文言混搭”类。《悟空》中应用“肝

肠寸断”“恩怨休怀”等成语、“独影阑珊”等由诗词意境引申

出的词语、“回头无岸”等成语改编的词语，还含有郭璞《方言》

中出现得复杂古文词语“氐惆”。且歌词与音乐内容衔接十分恰当、

合适，完整抒发了创作者的情感和心理。

歌曲前半段作为铺垫采用了流行音乐唱法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并通过歌词抒发情感奠定了整首歌曲的感情基调，大致描绘出歌

曲的画面感。

歌词至“肝肠寸断”处感情开始喷发，如《西游记》中取经

的九九八十一难，就算经历千难万阻，也不可以自我放弃。歌词

高潮部分的一句“叫一声佛主”开始白话与文言的混搭，戏曲尖

音的唱腔跟笛子转调配合，浓郁的京剧味道融入其唱腔，偶尔夹

杂着半句戏曲说唱，歌词与戏曲唱腔的配合带给观众厚重、古风

的听觉观感。

歌词结尾部分是一段心路历程，从探索到已知、直至直面自

己心底的想法，结尾的一句“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对全曲进

行了升华，歌曲唱词部分就此戛然而止。

（二）伴奏部分：民族乐器的应用

戏曲元素的表达少不了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应用。戴荃的《悟

空》中大量应用了长笛与二胡，歌曲将钢琴、架子鼓和长笛、二

胡进行有机结合，在流行音乐中凸显戏曲意蕴。歌曲的第一段，

即从“月溅星河”到“肝肠寸断”的这段曲调，偏流行抒情，通

过钢琴伴奏走了和声大调，是偏向西方的琶音织体，给人以无限

的遐想空间。竹笛和二胡音色变化多样，可以模拟鸟鸣、马叫、

风声等自然音色，将两者应用在《悟空》中，不仅增添戏曲观感，

还能够深化歌曲意境，将观众代入歌曲情境。

（三）演唱部分：戏曲唱腔的融合

戴荃的《悟空》在声乐演唱上是流行歌曲与戏曲元素完美融

合的典范，戴荃在演唱中运用的演唱技巧既明显体现出了戏曲和

通俗歌曲的区别，又在细节处理中将两种唱法十分自然、流畅地

结合在了一起。

从戴荃演唱这首歌曲的呼吸方法来看，歌曲的开头到第二段

“心有魔债”也就是歌曲的通俗部分段落，在发声共鸣上因为要

保持歌曲的平稳并且体现得亲切、自然，运用了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月溅星河”描述的是场景，并且带有淡淡的愁绪，此时发出的

声音温和并具有感染力，此时的演唱需要有意识地不让声带完全

闭合，让气流通过。除此之外，未完全震动的声带发出的声乐演

唱是一种无形的情感揭示，如“长路漫漫”这一句声音有一定的

厚度，则是依靠于口腔和胸腔的共鸣。

当歌曲进行到“谁叫我身手不凡”时开始加入戏曲尖音，戏

曲唱腔明显。歌曲的第二段“且怒且悲切狂哉”直至结尾都完美

融入了戏曲元素，在演唱方式上也更偏向于戏曲，所以就演唱技

巧方面更依赖于腹式呼吸。在腔体共鸣上，因为戏曲元素的加入，

所以演唱技巧上需要更加注重口腔和头腔的共鸣。咬字吐字方面

则完全归纳使用了戏剧的演唱技巧，要求更加清晰和归韵。充分

利用词字韵母的元音发音并结合辅音打开腔体使声韵能够归韵到

位，同时注意咬紧字头。演唱一个特定的字时需要加一点时间在

字头到字腹的转化点进行拉长，并加重字尾的归韵，才能更加突

显戏剧的韵味。

四、结语

戏曲是我国具有完整、独立的表演体系及艺术概念的音乐艺

术形式，将戏曲与流行音乐相融合创造出的“中国风”歌曲，是

中国流行音乐吸收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优秀产物。《悟空》这首

歌曲作为流行音乐融合戏曲元素的优秀歌曲，其“文白混搭”的

歌词、伴奏中民族器乐的应用以及演唱技巧的转变，都为流行音

乐与民族戏剧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路径。随着我国流行音乐

逐步国际化、国际音乐逐步本土化，流行音乐与戏曲的融合在未

来将继续以多元化的蓬勃态势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弈奕 . 群众文化推广的有益探索——流行音乐与戏曲元

素的融合 [J]. 戏剧之家，2019（02）：241.

[2] 周兴杰，唐赛男 . 论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 [J]. 湖南人文

科技学院学报，2014（02）：74-78.

[3] 刘璇 . 传统与时尚的激情碰撞 [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12.

[4] 姚宗华 . 戏曲元素在流行音乐中的运用 [J]. 大舞台，2014

（07）：157-158

第一作者简介：张艳（1979-），女，湖南邵阳人，硕士，实

验师，研究方向为声乐演唱。

通讯作者简介：刘佳佳（1988-），男，山东潍坊人，硕士，

讲师，研究方向为声乐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