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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装影视剧 OST的创作特点 
刘红斌 1  夏凡星 2  杜柳青 3 

（华南农业大学  510642） 

摘要：OST 也叫影视原声，常用作电视剧的主题曲、片尾曲、插曲和同人曲等，并随着影视作品播出时被唱片制作公司用来发

行。近年来古装剧的 OST 音乐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甚至很多人会因为一首歌而去喜欢一部影视作品。本文从歌词、配器、旋律、

歌手等方面来分析中国古装剧 OST 的创作思路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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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 在影视术语中泛指为电影、电视剧、游戏和动画专门制作

的背景配乐，人声歌曲等，通常是用来为影视剧情编写的曲调或歌

词。而作为融入历史文化元素的古装剧 OST，则更多的是运用中国

传统乐器来创作，具有古风韵味的原声歌曲也越来越受到大众喜

爱。 

一，烘托气氛和传递情绪 

古装影视 OST 往往是“罐头”式的，由于电视剧的时长往往很

长，同质化的情景出现概率高，而且服化道方面要求严格，投资金

额相比现代剧往往不够多，导致单位时间的预算本身就低。因此古

装影视剧的 OST 往往是为一类情景搭配同样的音乐，这也更容易重

复出现，从而让观众熟知，并产生音乐声一响，画面感和情绪就自

动涌入观众脑海中，形成“肌肉记忆”。在古装剧《陈情令》中，

每当画面出现云梦莲花坞这一场景时，背景乐就以笛声的形式响

起，悠扬轻快的笛声与荷塘中怡然自得的渔民一起勾勒出云梦这一

美好画卷。这是一种与影视剧中的其他场景截然不同的氛围。这种

视听画面让观众非常放松，也交代了男主的豁达性情与他生长的环

境有关。又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第三十集中,缪清公主来东海

献舞，背景乐采用民族乐器和大提琴合奏，配合着缪清的一颦一笑、

曼妙的舞姿，烘托了宴会和谐的气氛，传递了美丽多情的公主想要

吸引心仪太子芳心的愿望。 

影视剧中配乐对于剧情无疑起着正向的推动作用，合适的音色

旋律运用到相匹配的剧情中，能够烘托气氛，传递创作团队想表达

的情绪，但运用的欠妥，便适得其反，正如我国著名音乐人李广平

先生所言:“中国电影的制作者和导演们,历来不太重视电影音乐对

整部电影氛围所起的重要作用,导致一百年来中国电影的原声电影

音乐大碟寥寥无几,不成气候。”可见影视音乐在烘托气氛和传递情

绪方面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歌词的音乐创作多贴合剧情来补充叙事 

古装剧音乐的歌词创作大约分为两种:古词赋新曲和新词谱新

嬛曲。以电视剧《甄 传》为例，《菩萨蛮》和《红颜劫》采用男女

双视角进行创作，两首歌的曲调完全一致，均由刘欢老师创作，歌

词却大相庭径。《菩萨蛮》的歌词是采用了诗人温庭筠的词作《菩

嬛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其中的画娥眉，对应了剧中甄 爱画的

眉毛—— 嬛远山黛；照花前后镜又对上了剧中皇上为甄 亲自画的姣

梨妆。温庭钧的词，辞藻华丽而又贴合剧情。在一定程度上对剧情

起了再现的作用，将诗词作为歌曲既能将观众带入到历史背景中又

不失文韵，是这首 OST 的一大特色。 

而《红颜劫》则是由华语乐坛作词人崔恕重新作词。其中的拱

手让江山，低眉恋红颜则是剧中皇上的视角。一边是江山社稷，一

边是深闺美人。前朝与后宫又紧密连接着，所以“千头万绪仍纠缠。”

短短几行字就将一国之君的困扰交代清楚。而那句“福祸轮流转，

是劫还是缘”更是整部剧男女主感情线的缩影，从相爱到背离，从

不得不爱到因爱生恨，二人种种皆在歌词中得以体现。最后以“谁

能过情关”收尾，用疑问的方式抛给观众，将余音绕梁的感觉收住，

给足留白空间来调动观众情绪。 

嬛《甄 传》中的片尾曲《凤凰于飞》则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原创

词曲作品，刘欢老师仅用寥寥 200 嬛余字，便将甄 跌宕起伏、峰回

嬛路转的一生交代清楚，每一句歌词对应了甄 的人生的不同阶段。

开头婉转悠扬的旋律，以歌词“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

开篇，仿佛使观众看到了那个单纯美丽、 嬛嬛不谙世事的 刚入宫时，

嬛天真地认为皇帝是她能与之相伴一生的如意郎君，而随着甄 的命

运逐渐变得多舛，曲调逐渐高昂，变得恢宏大气，结尾歌词“凤凰

翙翙于飞， 其羽，远去无踪迹”，暗示了心爱之人已然离去，独留

嬛甄 权倾朝野，走上一条注定孤独的不归路。 

一首品质上乘的 ost 作品，无论是词还是曲都能贴近剧情，给

予观众剧情之上的深层次感官体验，加深对于剧情的感受和理解；

而每个人对于 ost 歌曲的感受和理解都不同，听众对于音乐有怀着

开放自由的态度，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使人对于剧情的

解读更具个人特色。 

三，配器的选择大多以传统乐器为主调动情绪 

音乐的创作除了表达人物情感外更多的是调动人的情绪。除了

“乐器之王”钢琴外，中国传统乐器大多被用在古装剧 OST 的创作

中。常见的古筝，二胡，琵琶，古琴等。其中古筝音色更圆润亮透，

嬛更多的用于表达演员内心的情感。如《甄 传》中惊鸿舞的那段音

乐，以古筝琶音来拉开序幕，声音缓缓拨出。好似当年纯元皇后的

惊鸿舞又再现于世。古筝行云流水般的声音像是在缓缓剥开记忆的

门帘。琵琶的拨弦与古筝的琶音同样是行云流水般的效果，为什么

创作者不直接用琵琶而是用古筝来展现呢？因为相比古筝来说，琵

琶的声音更清脆，而古筝的声音更圆润。可见要表现拉开尘封的回

忆这一点，清脆的声音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也是创作者在进行编曲

的时候所考虑到的事。在歌曲的副歌地方，古琴的声音开始与编钟

交相呼应，这里的古琴运用得非常巧妙。古琴的声音一出来，弥补

了古筝的低音区音值空白和音色不能变化的特点。古琴的散音，按

音，泛音以三种不同的音色加入歌曲中，使得整首曲子更加的游刃

嬛有余。同时也暗示了剧中主人公感情的再三变化，将女主甄 的得

宠失宠复宠表现在音乐的节奏变化中。 

另一个运用得比较多的乐器是二胡。拿《红颜旧》与《三寸天

堂》为例。二胡的声音从歌曲的开头拉开一直贯穿到结束，整首歌

的感情基调都非常的沉闷，与虐恋的故事情节相吻合。而二胡的音

色悠扬蜿蜒，悲戚动人，拉长了观众的情绪，一方面便于气氛营造

和感情宣泄。另一方面为画面勾勒出唯美的意境。而这一效果是除

去二胡外其它任何乐器都难以媲及的。琵琶被誉为“民乐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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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安十二时辰》的开篇第一集，便用琵琶音首先抓住了观众的

听觉神经，紧接着古色古香的的繁华西市映入眼帘，展现了一幅清

明上河图既视感。西市上，楼阁中，歌女怀抱着四弦曲颈琵琶，转

轴拨弦三两声，引得路人纷纷抬头观看，俨然一副“耕者忘其耕，

锄者忘其锄”的场景。紧接着一曲《清平乐》奏起，镜头搭配着悠

扬的琴声和歌声，一路向着西市深处探去，将形形色色、明里暗里

的情景收入眼底。 

民族乐器其本身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运用在古装剧中，

与剧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同的民

族乐器有其各自独特的特性，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下准确地传递情

绪，服务剧情。 

四，歌曲的旋律风格为民族调式与西洋小调的融合 

中国古装影视 ost 主要分为中国风和古风两种创作风格。古风

歌曲所运用的旋律大多是使用民族五声调式来创作，或者是在五声

调式的基础上增加偏清角、变徵、变宫、闰四个偏音，成为六声调

式来创作，很少用七声调式来进行创作，并且是以中国传统器乐为

主，电子合成器与西洋器乐为辅来创作的，它不会像古曲那般需要

高门槛的艺术经验和欣赏水平，而是具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韵味，

用传统的民族调式来创作出大众更能接受的流行音乐；中国风的歌

曲则更多使用西洋大小调，作曲家用西洋调式写出浓浓的中国味，

雄伟壮阔的场景使用大调，唯美的场景用小调，在器乐的运用上，

使用电子合成器和现代器乐居多。 

古装影视 ost 的节奏型通常需要根据歌词而定，但在一般情况

下，大多是 4/4 拍的歌曲（流行音乐多为 4/4 拍），它围绕着八分

音符来创作，有时也会使用十六分音符，因为古风类型的歌曲有一

种褪去了嚣杂喧哗，富有情韵，让人沉醉其中的感觉，所以它们速

度绝大多数都是中速或者慢速，集中在 Larghetto（小广板）、Andante

（行板）、Andantino（小行板）这三个速度中，也就其主旨是在体

现古风音乐的婉转悠扬、典雅、平静舒缓和淡然的意境。 

嬛《甄 传》的主题曲《红颜劫》，是一首并列的三段式曲式，

整个曲调是以 B 羽七声调式的民族调式为基础的，朝着它下属方向

和属方向进行转调，到最后的四小节又再次回归到原调 B 羽七声调

式上来。在乐曲的第二部分当中进行了近关系转调，也就是与原调

相差一个升号或降号的新调，这个近关系转调让曲子进入第一个顶

点，乐曲本身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但是随着逐渐慢慢递增直至最

点。 

《红颜劫》运用的是中国的七声民族调式，属于上述的古风歌

曲，这首来自《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不染》则是属于运用

了西洋小调的中国风歌曲。它是以八分音符为主，的 4/4 拍歌曲，

全曲以 g 小调为基础上进行一些小的变化，在第 50 小节谱上调号出

现变化，成为三个调号的降 E 大调，也就是 c 小调，以及 53~56 小

节出现多次变化音，将音乐推向情绪最高点，又在第 56 小节后半

段转回 g 小调，后回到主旋律，但弹奏的需要更轻柔。整体来说全

曲风格有一种无论周遭环境如何，都要做自己，将世间纷扰都隔绝

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的洒脱情感，但另一方面感受又有一种经历了

人世间沧桑的无可奈何之感。 

《三生三世的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凉凉》也是一个以西洋乐

小调来创作的歌曲，大小调的分辨，即可以从谱面分析来看，也可

以用听觉去感受它的旋律色彩，小调是幽暗的，大调是明亮的，由

此分析来看，此歌曲前面 1~45 小节是由 e 小调（谱面调号为关系

大调 G 大调）转到 46~88 小节的升 f 小调（谱面调号为关系大调 A

大调）。因此我们可以展开探讨，以小调为基调的歌曲的情感都以

伤感为主，但其实根据多首高传唱度的 ost 来看，伤感的、苦情的

占了绝大多数，或许是因为女生是古装剧的主要受众群体，加上女

生的共情力高、同理心强，悲伤的歌曲更容易去代入、去感受，因

此歌曲的传唱度和知名度也会随之升高。回到《凉凉》这首歌本身，

它整首歌仿佛讲述了主人公的坎坷爱情，对爱情的无奈，到后面因

爱生恨，使得整首歌有一种凄美感。 

从音乐欣赏的角度也可以感受到这两首歌曲的不同，《红颜劫》

更庄重典雅，更适合古装正剧，而《不染》和《凉凉》更适合一些

仙侠玄幻篇；在一般情况下中国风歌曲的歌词相较于古风歌曲更加

白话，但《不染》这首歌的词更贴近古风歌曲，歌词更具诗的韵味。 

旋律之于音乐就仿佛将一具空壳注入了灵魂，使我们在同一首

歌中找到独属于自己心灵的净土，思之怅然，回味无穷。古装剧 ost

的旋律无论是采用民族调式还是西洋调式，都给我们带来了符合中

国式美学的听觉体验，含蓄而热烈，细腻而洒脱，柔情而笃定，而

每个人对音乐的体会与感知都不同，却都能参与其中，在音乐中找

寻自我；作曲家用旋律谱写他们的华丽乐章，而我们则用音乐感受

自己的斑斓人生。 

五，古装 OST 音乐对华语乐坛的推动 

从唱片行业的衰落开始，音乐作品本身可创价值几乎完全落在

了一个个体——唱作人的身上，但 OST 则有效地将这一点分流给了

影视作品，歌曲制作预算和后期宣发力度也都远超于大多数单人专

辑的配置。国内知名 OST 制作人金大洲，曾经为《仙剑奇侠传 3》，

《射雕英雄传》等诸多爆款古装影视剧操刀音乐制作。在去年接受

采访 Vlinkage 采访时，就表达过“好的 OST 一定是首好的独立流行

歌曲”类似的观点。而且自《陈情令》以 20 元一张《陈情令国风

音乐专辑》打开 ost 专辑收费之路，国内 OST 营销也逐渐形成一条

产业链。 

如今的华语乐坛正面临着圈内外的各种负面评价，但 OST 市场

却依然保持住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光是在 2021 年 12 月，刘宇

宁、周深、毛不易以及张碧晨四人总共就已经发行了近十首 OST，

光是“OST 三巨头”的名单都已换了好几波。靠 OST 维持音乐事业，

已经成为主流歌手的普遍选择。因此 OST 还有歌手出圈“神助攻”

的别称。好比周深和张碧晨都是从“中国好声音”系列节目走出来

的实力歌手，虽然两人在节目中分别都拿到了不错的名次，但真正

让他们得以出圈的还是 OST——周深的《大鱼》以及张碧晨的《凉

凉》。在 OST 越发繁荣的景象以及 OST 歌手单立门户的背后，个人

输出类的音乐主力也正在逐步交接给新一代网络出身的独立唱作

人手上。音乐的本质是情感的表达，如果长期被功能性局限，最终

只可能会让音乐正式沦为影视作品的附属品。本质上与“热歌榜”

上为短视频而生的歌曲并无差别，只不过 OST 还暂且可以靠着更为

优质的输出质量支撑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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