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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音乐元素在歌曲作品中的运用 
苏卫东 

（苏卫东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学院  陕西省汉中市  723000） 

摘要：伴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中国音乐已经历经了千年时间的洗礼，这也就使得其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

然而现阶段歌曲之中却并未对戏曲音乐元素进行充分运用，基于此，本文从现阶段戏曲音乐元素的运用类型、运用意义、运用方法

以及实际运用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浅要探析，旨在为戏曲音乐元素的运用提供思路，进而促进我国音乐创作水平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音乐元素；歌曲作品；戏曲；运用 

 

我国戏曲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之一，

我国戏曲艺术对传统民族文化精髓的承载具有重要作用。而伴随着

历史的不断推进，戏曲艺术发展逐渐多样化。而将当代歌曲创作与

戏曲元素进行结合，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助力于戏曲创新工作，同时

戏曲音乐元素也为当代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现阶段要

将戏曲音乐元素在歌曲中的融入作为重点内容，使得整体创作水平

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一、现阶段戏曲音乐元素的运用类型 

1、京剧音乐元素 

在戏曲发展过程之中，京剧始终作为戏曲艺术之中最重要的内

容存在，而京剧的声腔则包括二黄以及西皮。同时京剧由于雅俗共

赏的特点深受人民群众钟爱，而其流派持续更新也使得很多剧目流

传较为广泛，更是出现了梅兰芳等闻名世界的京剧家。京剧作为极

具艺术特色的国音，现阶段被很多音乐家先后运用到现代歌曲的创

作环节之中。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出现的《故乡是北京》歌曲，作

者阎肃词以及要名曲二人就将极具特色的京剧元素融入其中，使得

该作品极具传统文化特色。除此之外，李玉刚作为现阶段极具代表

意义的京剧艺术家之一，其将京剧与歌曲进行相应的融合，这也使

得歌曲之中的所显示出的京剧特色更受听众的青睐。 

2、昆曲以及其他戏曲元素 

现阶段所出现的歌曲之中，对于昆区以及其他戏曲元素的吸收

主要包括黄梅戏以及越剧等。而这部分歌曲在后续演唱过程之中，

对于上述剧种唱腔进行了充分运用，从而使得其对于听众更具吸引

力。昆曲最大的特点就是“雅”，并且其“水磨调”更具有婉转的

特点，这也就使得其与京剧之中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梅边》是现

代歌曲运用昆曲唱腔的开山鼻祖，在这一歌曲创作之中，其将昆曲

元素以及现代歌曲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二者结合在了一起。从而

使得歌曲演唱过程之中饶舌以及吟唱穿插进行，使得曲目在传承文

化的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乏味，与现阶段广大听众的审美需求深度

契合，这也是其歌曲一经问世就具有较高热度的原因之一。在此之

后，陈升也创作了《牡丹亭外》这一曲目，而这一作品不仅对昆曲

的旋律进行了运用，同时还将黄梅戏的音调以及唱腔融入其中，在

短短几分钟之内将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元素以及现代歌曲进行了

深度结合，使得其作品受到当代年轻人的喜爱。而黄梅戏作为我国

首批分物质文化遗产，其同时也作为五大戏曲剧种而闻名于世。而

伴随着人们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现阶段创作的作品也逐渐增多，

其中更是不乏《打猪草》以及《天仙配》等较为优秀的作品存在。

而现代歌曲对于黄梅戏腔旋律以及唱腔的运用也日益广泛，后弦所

创作曲目《西厢》以及吴琼创作曲目《对花》等，都是现代歌曲之

中较为优秀的作品之一。除此之外，越剧在现代歌曲之中的运用也

极其广泛，目前大众所熟知的曲目就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

这一曲目不仅沿用了同名越剧的名称，同时还对其唱腔以及旋律也

进行了运用，而这一曲目在出现以后，受到了大众积极的追捧。 

二、戏曲音乐元素在歌曲作品中运用的意义 

1、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展现 

目前在音乐创作过程之中，“标题音乐”能够较为直接地将作

品内容核心进行展示，使得听众在听音乐之前就得到相应提示。对

于相应歌曲的唱词则较为贴近人民实际生活，甚至是将唱词设置成

具有口语化特点的语句，而这也就恰恰也就更好地说明了“艺术源

于生活”这一观点。同时具有特色地域民族特色的歌曲创作，又能

够对民族文化进行较为深入地展示。例如《故乡是北京》这一曲目

就对京剧唱腔进行了充分运用，而对于其唱腔的选择，则是从作品

意境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了相应考虑。并且京剧文具我国曲艺文化

榜首的位置，其历史较为悠久，向前追溯甚至可以到清朝时期的“四

大徽班”进京。而其早期则是对昆曲以及秦腔等部分曲目的特色以

及唱腔技法等进行了运用，同时还将一些极具特色的地方民间小调

运用到其中，在经历了历史的发酵之后，逐渐将其融汇成为一体，

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京剧剧中，此后更是国内外闻名。这也

就使得背景与京剧这二者始终无法被分隔看待，而该曲目则重点在

于表现游子对于故乡北京的思念之情，并且在唱词之中也对背景特

色文化以及相应景点进行了简单描述。而京剧作为背景民族音乐的

代表，则作为曲目相应曲目唱腔的不二之选。而这一曲目的问世，

也使民族文化得以更好地延续。除此之外，《长相知》这一改编而

来的现代歌曲作品也对戏曲文化进行了相应的运用，该曲目充分运

用了戏曲伴奏，而这一伴奏的运用也使得曲目之中女子热烈追求爱

情的形象得以生动刻画。对于歌曲音调的选择使得音乐风格与歌词

内容高度契合，这也就使得这一作品深受听众喜爱。与此同时，将

戏曲特色以及歌曲现代歌曲进行相应结合，运用特定剧种所带来的

地方音乐文化往往能够使得歌曲表达更为动人，同时其也能够通过

音乐将民族文化进行展示，使得其走进大众视野。 

2、有利于歌曲作品创作 

现阶段作曲家在进行歌曲作品创作时对戏曲音乐文化进行充

分运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作品歌唱时的行腔方式进行拓宽。而

将民族戏曲元素以及流行音乐特点进行融合，使得其音调、唱词以

及咬字等矛盾冲突更为直接，而创作者要能够将这部分矛盾进行合

理的调解，从而使得歌曲自身表现力得以不断提升。从而使得创作

者在这一环节之中能够汲取更过养分，并创作出较多具有传统民族

音乐特色以及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而通过创作者持续的分析

探讨以及摸索，进而将戏曲音乐元素与现代歌曲融合之后展示给广

大听众，使得原本不受青睐的戏曲形式备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而

这一创作也是歌曲发展与时代接轨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戏曲音乐

风格创作特色在这一环节得以形成，这也就使得具有典型中国风的

民族音乐能够受到众多国内外听众的追捧。与此同时，相应作曲家

希望能够在歌曲创作过程之中加入更加多元化的手法，从而使得作

品的创作不是一味追逐西方技巧，而是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走

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道路，而戏曲元素在现代歌曲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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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也是我国音乐发展新阶段。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形式具有千变

万化的特点，而这也就使得作曲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创作灵感，进而

使得其能够将重点放在我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之中。这也就使得我

国文化被海内外听众所熟知，从而使得全世界都能够了解到我国特

色民族音乐，助力于民族时代精神的彰显。而作曲家将戏曲文化在

现代歌曲之中的灵活运用，也使得中国音乐文化特色越来越浓厚，

相信终有一天中国音乐文化会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绽放光彩。 

三、现代歌曲作品中运用戏曲音乐元素的主要形式 

1、拼贴式 

在实际环节之中，作曲家将戏曲音乐元素与现代歌曲进行融合

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将其进行插入以及拼贴，进而使得歌曲中夹杂西

区的特殊旋律样式得以形成。这一创作方式具有便利以及间接的特

点，并且可操作性较强。在实际之中，可以将相应戏曲作品之中较

为经典的唱腔片段进行截取，并将该片段插入到歌曲当中，进而使

喆得具体曲目能够拥有“中国风”标签。例如陶 所创作的作品《Susan

说》，该作品将《女起解》这一京剧作品中苏三押解唱段进行了运

用。这也的作品还要很多，例如《盖世英雄》这一曲目，王力宏直

接邀请了京剧大师进行了演唱，进而使得曲目之中具有英雄气息表

达更为浓厚，使得歌曲韵味十足。 

2、融合式 

融合式作为目前一种较为创新的改变手法，它不仅对戏曲音乐

之中的部分元素进行了运用。同时还对其进行了相应改编，从而使

得相应作品能够成为真正结合戏曲音乐元素的现代音乐作品。例如

曲目《牡丹亭外》，该曲目在旋律之中就将黄梅戏以及昆曲进行了

相应结合，同时对于歌词也对戏词进行了相应改编。除此之外，对

于戏曲演唱法方法的运用同时也作为融合式编创曲目方法的一种，

例如在曲目《花田错》之中，就对京腔的拖腔进行了相应运用，对

曲目之中的最后一句的歌词进行了拖长，并且对饶舌转音这一唱法

进行了结合，进而使得其作品极具艺术特色。 

3、贯穿式 

现阶段在对于戏曲音乐元素的运用过程之中，贯穿式作为较为

重要的方式之一，其对于唱腔之中包含的特色音调部分进行了运

用，使得其在现代歌曲之中能够充分体现。并且在实际环节中，现

代曲目不仅要与戏曲唱腔等元素进行充分结合，同时要将相应旋律

运用到间奏之中。从而使得其相互之间具有更为紧密地联系，从而

极大程度改善拼接式手法较为生硬且痕迹明显等问题。 

四、戏曲音乐元素在现代歌曲作品中的运用策略 

1、对戏曲音乐素材进行充分运用 

在实际过程之中，现代音乐作品创作可以充分运用戏曲音乐素

材，对传统戏曲的曲牌以及相应旋律特征进行运用。从而使得现代

音乐作品之中具有浓厚戏曲风味，使得其即像戏曲又像歌曲。在作

品之中充分运用富有地方特色地形式对历史演进历程进行说明，能

够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以及追捧，而《唱脸谱》以及《前门情思大

碗茶》等系列作品的问世，则可以很好地论证这一观点。而在现阶

段在时代发展过程之中，虽然相应歌曲之中所融入的流行元素越来

越多，但是这一期间也不乏包含丰富戏曲元素的优秀作品问世。创

作者通过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阶段摇滚等风格进行结合，在演唱过

程之中利用摇滚电声乐队进行相应伴奏，而曲目的主旋律则选用传

统戏曲音乐元素，从而使得歌曲充满韵味。除此之外，李玉刚的《新

贵妃醉酒》这一曲目，实际上就是对戏曲元素之中的唱腔进行了相

应运用，并且在歌曲之中还引入了部分京剧音乐素材，这也就使得

整首曲目具有较强的京味。而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相应曲目

在伴奏风格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目前现代音乐更加趋向于流

行化。而在实际环节之中，作曲家却依旧在思考如何充分运用戏曲

音乐素材，进而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得以形成。 

2、运用戏曲音乐元素进行意境烘托 

在对于戏曲音乐元素的运用过程之中，作曲家可以将具有典型

性的戏曲唱段以及独白融入歌曲的结构之中，将其作为引子或者尾

声。也能够将其看作是歌曲伴奏之中具体的层次，并且其中所运用

到的歌曲主题内容以及相应唱段主题之间并无联系，同时在旋律以

及风格等方面也没有联系。例如在《淫红尘》这一曲目的创作过程

当中，就将《杜丽娘》之中的念白进行了运用，将其渗透进歌曲之

中，使得其出现尾声以及间奏部分。而这一念白在作为伴奏主体的

独立层次存在，而曲目自身歌词以及主题等都与《杜丽娘》并无联

系，这也就使得其营造出了一种较为特别的意境。除此之外，歌曲

《再生恋》也在歌曲的引子以及尾声部分将越剧念白融入其中，并

且念白在配合节奏紧凑的鼓点声，这也就使得符合歌曲特色的意境

得以充分营造。并且在曲目之中，对于念白的运用仅仅是为了营造

意境，歌曲本身与念白之间却并没有具体联系。而这一方式在现代

音乐创作之中的落实，则可以使得戏曲音乐元素得到极为充分在现

代歌曲之中得以充分运用。 

3、对相应戏曲元素进行一定程度改编 

目前歌曲之中对于戏曲元素的运用可以通过改变传统戏曲的

形式来进行，作曲家可以将原有唱段以及相应旋律作为基础。并且

运用现代音乐审美观对其进行改变工作，进而使得原本的曲目旋律

在全新的歌曲之中要么只出现片段，要么就是隐约可辨，只有对曲

目较为熟悉的人才能够清楚所编曲目源自何处。例如《新天仙配》

这一曲目，实际上是作曲家对黄梅戏中对应曲目改编以后创作而来

的，这一曲目使用男女合唱的形式，并且原本旋律在现阶段曲目之

中也有着较多的保留。而牡丹亭外这一作品实则也是对黄梅戏作品

进行了相应改编，其第一乐段源自于《女驸马》当中的唱段，而经

过改编以后，演唱者自身极具特色的沙哑嗓音更是对其旋律故事等

重新进行了演绎，但是原曲的元素在其中却隐约可辨。所以现阶段

在歌曲创作过程之中，作曲家可以对戏曲音乐元素进行一定程度改

编，从而使得其旋律以及唱腔等富有现代化特色。使得其能够以全

新的外在形象走进大众视野，获得大众青睐，使得我国音乐整体水

平能够得到较大程度提升。 

五、结束语 

综合来看，戏曲音乐元素在歌曲之中的运用形式多样，所以在

实际中可以将戏曲之中的优点充分运用到流行音乐之中。然而在这

一环节则需要能够把握住这个“度”，从而在不影响戏曲音乐精髓

的状况下使得不同风格音乐优点得以凸显。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对

于戏曲音乐元素的合理运用，从而使得现代歌曲文化内蕴得以丰

富，使得其现代歌曲具有一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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