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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红灯记》中钢琴伴奏的应用与艺术价值分析 
李鑫 

（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830001） 

摘要：京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能够充分体现中国人民高雅、内敛的品格。其悠扬婉转的旋律和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唱词

成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但随着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且京剧高深的唱词很难如流行音乐般易懂，导致京剧

难以融入市场，逐渐失去大众的喜爱。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本文将结合京剧《红灯记》的历史背景和剧情的介绍，深入探究钢琴伴

奏在京剧《红灯记》中的具体应用以及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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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京剧唱词的深奥难懂，加上板式曲调的复杂，难以被广大

百姓所接受。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文化多元化趋势，很多文

化交流与融合体现在了音乐方面。如欧美流行音乐中摇滚和电子乐

吸引了很多人，而我国本土音乐京剧逐渐边缘化。因此，本文通过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等研究分析，让人们认识到融合钢琴伴奏的京

剧《红灯记》挽救了文革时期的中国钢琴音乐。作为当时具有钢琴

艺术代表性的作品，既有西方音乐演奏技巧，又展现了民族音乐特

色，需要通过研究加强对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弘扬，让更多音乐人看

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并以现代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向更

多人展示京剧《红灯记》中钢琴伴奏的艺术性。 

一、《红灯记》概述 

（一）历史背景 

京剧《红灯记》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大样板戏之一，在 1962

年 9 月《电影文学》第 48 期期刊上刊登了剧本《自有后来人》，更

名为《红灯记》，1963 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电影。此外，

《红灯记》陆续被改编成连环画、电视连续剧、以及用钢琴伴奏等

形式，其中广为熟知的当属钢琴家殷承宗改编创作的钢琴伴奏版《红

灯记》。殷承宗 1960 年被选中去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留学，1963 年回

国，学习弹奏的以外国曲目为主，但是在当时钢琴并未得到重视。

殷承宗为了让钢琴得到公众的认可，让钢琴“洋为中用”，以钢琴伴

奏方式展现革命歌曲。这一举措不仅挽救了当时中国钢琴音乐发展，

用钢琴手段再现传统京剧名段，为中国钢琴独奏曲奠定坚实的基础，

也让中国和世界钢琴音乐艺术增添了创作活力，加强了民族音乐与

西方传统艺术的完美融合，为日后钢琴与戏曲的结合提供经典案例。 

（二）剧情介绍 

《红灯记》讲述的是 1939 年发生在东北龙潭地区的抗日故事。

为了抵抗日军对东北抗日力量的围剿，党的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到

上级指令，并且与并无血缘关系的一家三代在红色力量的号召下与

日军进行英勇抵抗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日军依靠多年的情报经验，

摧毁了北山游击队电台，并察觉了有革命地下党，意图通过情报将

东北龙潭地区的所有地下党组织一举歼灭。当北山游击队电台被日

军摧毁的消息传回北满省委后，省委当即决定派出一名交通员，并

下派指令，要求其将一份新的密电码交给游击队。同时交通员需要

先与龙滩地区党的地下工作者联系，再将密电码传回游击队。但不

幸的是这一举措因为王连举同志的叛变而让日军知晓情报消息，并

严令封锁道路。而此时李玉和与交通员并未对上暗号，密电码也失

去下落。李玉和只能在组织怀疑和同事误解的情况下坚守信念，继

续完成自己的工作，虽然 终凭借机智、勇敢突破困境，完成了党

组织交代的任务，但是也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下，连家人也未能幸免。

家中只留下李铁梅一人，在痛失双亲后，李铁梅毅然决然接受父亲

遗留的革命工作，秉承父亲的坚韧意志，将密电码顺利传回游击队[1]。 

二、钢琴伴奏在京剧作品《红灯记》中的应用 

（一）为京剧选段和京剧风格曲目的钢琴伴奏 

钢琴伴奏在京剧作品中的应用可以从京剧选段和京剧风格的创

作歌曲两个方面来说，为京剧选段的钢琴伴奏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60-70 年代，并在样板戏伴奏发展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广

为人知的钢琴家殷承宗先生创作的《红灯记》选段中的钢琴伴奏既

体现了京剧唱腔，又发挥了钢琴音乐伴奏的特点，给人以极强的表

现力、气势雄伟的感受。结合前文历史背景，《红灯记》的发展从

1962 年被刊登在《电影文学》上，到后来拍摄同名电影，直到 1965

年 3 月经过北京、上海、广州的巡演后得以红遍大江南北。在这时

殷承宗先生萌发出利用自身所学的钢琴技术为《红灯记》唱段伴奏，

并将京剧唱腔、钢琴和民族打击乐器有机结合。 

（二）前奏和过门的增删处理 

钢琴伴奏版本的《红灯记》节选了京剧片段，以“清唱”形式

出现，并没有原戏曲开唱前的动作表现和人物对话进行铺垫，为了

更好地体现钢琴伴奏的艺术价值，钢琴伴奏版本的《红灯记》不管

原文是否出现，统一在各唱段加上前奏，并且在原有前奏基础上进

行了部分调整[2]。比如，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原前奏

比较简短，钢琴伴奏谱是结合故事情节和人物特点，增强李铁梅沉

思的气氛，这样为整个唱段的起因、经过进行有效交代和铺垫。再

比如，李铁梅《仇恨人心要发芽》的前奏，原前奏是设置在锣鼓后

的两个乐逗的前奏上。而钢琴伴奏是为了表现李铁梅激昂澎湃的情

绪，在两个乐逗之间设置一个由十六分音符的六连音、五连音构成

的下行双八度琶音，并连同由慢渐快、以高音小大七和弦与十四连

音的上行琶音同步敲击、力度逐步增强的过渡乐句，表达李铁梅在

痛失双亲后对日军残忍行径的愤恨。钢琴伴奏部分唱段在间奏中会

做增加处理，如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第 34 到 39 小

节的间奏，这一段相比原京剧谱只增加了一个小节，虽然增加内容

不多，但是通过调整部分节奏，对于整个唱段来说轻重旋律变化明

显，并通过对同音重复手法的运用，表现出李铁梅从开始的沉思情

绪瞬间转化为激昂情绪的变化过程，增强了戏曲艺术表现张力以及

唱段的完整性。此外，增删处理比较典型的唱段是李玉和的《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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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胆雄纠纠》。“增”的部分是在认识到自己将有去无回时与亲人惜

别的场景，将原戏曲两小节的前奏增加到 8 个小节，旨在表现李玉

和被捕后与李奶奶和女儿李铁梅挥别的深情和悲壮；“删”的部分是

在这一唱段的尾奏中删减了 30 小节，让整个唱段更加干净利落。 

（三）钢琴伴奏的音乐表现手法 

在钢琴伴奏版本的《红灯记》中，叙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心

理、塑造英雄形象需要借助音乐表现手法来体现。这要求我们需要

对作品的历史背景、故事内容有足够的熟悉和认识，才能深入理解

和“感同身受”。同时需要利用高超的演奏技巧，如力度、速度等对

音乐内容表现起到情绪渲染、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比如力度，谈

及钢琴的弱奏，会立刻想到力度。在欣赏音乐作品中，力度的变化

也是 先察觉到和影响演奏效果的因素。有了力度的变化，才让听

众感知到愉悦、悲伤、激昂、沉静等各种情绪。力度的变化时而感

到音乐的紧张，时而感受音乐的舒缓，如同观赏一部电影，充满刺

激感和表现张力[3]。这与写作中讲求的“文似看山不喜平”是同样的

道理。所以，钢琴在融合钢琴伴奏形式的《红灯记》中是承担着双

向角色，既担任交响乐队的角色，同时又充当伴奏角色。前者是为

了引出唱段，为下一段演唱做好铺垫，烘托演唱气氛，为故事发展

埋下伏笔。而后者与演唱相互作用、互为补充，发挥出“托腔”和

“润腔”的优势。在演奏时要用很强的力度弹奏，以《做人要做这

样的人》为例，在其尾端这一小节中采用了 7 个带装饰音的和旋，

并且力度记号为 ff，其作用是表现李铁梅在失去父亲和奶奶后，秉

承家人的革命意志，决心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为了表现出李

铁梅下定决心的语气，通过增强力度的方式，以又快又准的落键，

用手指为手掌作为支撑，保持绝对专注力，并在弹奏相邻两个音节

时要从绷紧的状态转为放松的状态。这样演奏出的声音才能自然流

畅、不做作，给人以管弦乐队一同和鸣的错觉。 

三、钢琴伴奏在京剧《红灯记》中的艺术价值思考 

（一）推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播 

殷承宗先生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很多经典作品的诞生都是在

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在当时钢琴不被认可的年代，

京剧却广为流行，促使殷承宗先生萌发将京剧与钢琴两种不同的艺

术形式融为一体的思考，认为这是改变现状，让钢琴得以生存的可

行之路。因此，通过使用钢琴伴奏的样板戏得到公众的接受和喜爱

后，钢琴也得到了生存和新的发展出路。由此发现，钢琴伴奏版《红

灯记》创作的时代背景、钢琴“洋为中用”的创作思维，是殷承宗

先生致力于将西方创作技法和钢琴演奏艺术为传统民族文化中京剧

的板式唱腔服务的研究，通过不懈努力和刻苦钻研京剧的特点，完

美地将钢琴与京剧这两个看似完全不相关联的艺术糅合起来，以京

剧《红灯记》为内容依托，进行演唱与伴奏旋律的创作[4]。钢琴伴奏

版《红灯记》的出现看似是偶然，但实际上是历史背景下的时代选

择，其艺术价值表现在为上世纪 60-70 年代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

创造新的契机，丰富了钢琴音乐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为世界各

国了解中国传统京剧艺术提供机会，让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

广泛传播，提高公众对传统京剧音乐审美能力。 

（二）加强青少年对京剧的认识 

青少年是祖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实现京剧文化振兴发展，

需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但结合青少年成长规律和年龄特点，需要

通过家长和教师的正确引导，从画脸谱、听唱段等方式潜移默化地

影响青少年对京剧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但由于京剧唱词相比流行音

乐通俗易懂的歌词来说，显得深奥难懂，旋律也不如摇滚乐或电子

乐那样劲爆。京剧艺术比较严肃、一板一眼，演绎的角色和内容很

难让人理解。这对于在互联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很难

接受这种艺术形式。所以，这也是很多青少年不喜欢京剧、不愿意

学习京剧的主要原因。而现代中国学习钢琴的青少年较多，据调查

中国钢琴儿童达到三千多万。按照殷承宗先生将钢琴技术与京剧艺

术相融合的理念，让中国学习钢琴的孩子都利用钢琴演奏京剧，在

练习钢琴技巧过程中也会将京剧艺术演奏出来，让京剧艺术得到有

效传承，并且随着孩子练习的深入和不断学习，也对京剧艺术有了

新的认识，加深对京剧艺术文化的理解，改变被动学习心态，主动

传承文化。 

（三）让民族音乐走入世界 

站在未来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视角思考，相较于融合钢琴伴奏

的《红灯记》，这类中国作品用钢琴改编的还有很多，随着民族音乐

研究与发展逐渐成熟，对于民族音乐要保持对立统一的态度，既要

保留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敢于超越和创新。其中还要注意中国民

族音乐创作切勿以“西方音乐模式”为中心，要站在深厚的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土壤中，一是在民族音乐创作中要摆脱西方音乐的创作

框架和思维模式，创作比重要以民族音乐为重点，适当融入西方演

奏技巧，把握中华文化之根。二是民族化的根本问题是体现民族精

神的问题，通过对音乐作品创作加强对民族精神的把握，并且要以

世界化通感的表达形式，让民族音乐作品走入全世界，登上国际音

乐舞台。实现这一目标也离不开优秀的音乐人，如戏曲音乐人何占

豪、陈怡，民歌传承人黄安伦、鲍元恺等，正是因为他们的突出贡

献，加快了中国音乐民族化发展进程，让中国民族音乐有了与国际

音乐文化一同较量和交流的机会，同时也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视角，采用个性化、特色化的民族语言，创作出丰富的曲目。除了

融合钢琴伴奏的《红灯记》，还有《皮黄》等作品，以中国特色音乐

文化吸引和征服世界听众，让世界感受中国民族音乐的力量和底蕴。 

结语： 

综合分析，融合钢琴伴奏的《红灯记》创作是时代的选择，虽

然在创作模式有所限制，很多人保持质疑态度，但是其真正的价值

在于敢于突破常规，以创新视角将两种相距甚远的艺术形式结合起

来，让钢琴艺术与京剧艺术有了连接和沟通的桥梁，利用钢琴的特

点改编创作曲目，在保留民族音乐时代性特征的基础上，通过适当

增删处理，借助现代钢琴演奏形式传递京腔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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