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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合成器的出现改变了之前原生态的传统声学的创造

声音的模式，就目前来说合成器可以代替一整支乐队以

及模拟出各种本身已存在的声音再或者创造出没有过的

声音。本文主要探讨合成器音色在中国风流行歌曲中的

运用。合成器作为创作的工具，利用周杰伦的歌曲《霍

元甲》为实例，深入挖掘音色仿真问题以及合成器音色

在面对“中国风”歌曲时会如何选择合成音色来烘托

“中国风”的韵味的问题。

一、合成器简介

电子音乐合成器又简称电子合成器，是由电子设备

代替乐队进行演奏和进行自动化编曲的一种电子化设备。

1964 年，美国人穆格发明了合成器。合成器是一种高新

电子乐器，有着各种合成音色及各种乐器的原生音色。

合成器的发展为现代演出，音乐编创提供了非常强有力

的功能、便捷、灵感和创作的支撑。换句话说，与其说

它是强大的表演键盘不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计算机音乐

工作站。

（一）电子合成音色简介

讨论完电子合成器之后，本篇文章主要针对其音色

进行探讨。首先，电子合成音色顾名思义是在模拟传统

声学乐器的音色或者创作出没有的音色运用其合成器制

作原理进行音色合成。其次，合成器制作声音的方法很

多，采用压控方法，对频率、振幅、波形、时值、包络

线等进行调制。本文所讨论的电子合成音色均是由以上

手段制作出来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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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合成音色的常见形式，大致分为两类：模仿声

学乐器的电子合成音色、与声学乐器相结合的电子合成

音色。

（二）合成器的音色仿真问题

电子合成音色的常见形式中就说到了其中一种模仿

声学乐器的电子合成音色，这种模仿会直接传入人们的

耳朵里面，由此便会马上浮现出这种模仿是“像”还是

“不像”的这种思考，故，听着“像”肯定就是成功的

模仿。成功的模仿自然是与先进的设备和一些演奏家的

实力相关的。

音色仿真技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未来将要取代声学

乐器的地位，但有时为了更贴近听众熟悉的声音，在电

子音乐的制作过程中就会加入声学乐器的仿真音色，使

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在极具民族风格的音乐和乐队中，

模仿民族乐器的仿真音色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民族乐器的仿真音色还可在音乐中求得音色的变

化和对比。所以说如何克服仿真技术的缺陷，利用好电

子乐器的仿真能力，在电子乐器上充分体现民族乐器的

音色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合成器的采样音色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熟悉的

民族乐器音色。比如说古筝、琵琶、笛子等乐器的音色。

它们都是利用高保真数字录音技术直接录入乐器演奏的

声音。从听觉的角度来讲，合成器的采样音色与这些声

学乐器音色几乎没有多少差别。但，在音乐实践中总有

人会讨论到某音色“像”或“不像”的问题。这类问题

一般都是与某作品的音乐表现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合成

器的采样音色听起来“像”的内部原因，是我们不能忽

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演奏过程的拟人化，主要是探

讨其发音的随机性与演奏技法的多样性。

二、合成器音色与“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结合

“中国风”流行歌曲，即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

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的音乐唱出古典的味道，

唱法多样。曲风是偏传统的东方演奏，音乐多采用五声

调式作为主旋律，编曲上大量运用民族乐器。本篇文章

主要借助周杰伦的歌曲《霍元甲》来说明合成器音色与

“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结合问题。其中，对于歌曲《霍

元甲》的详细探讨主要侧重于该歌曲的编曲方面，通过

编曲的角度来论述其合成器音色在中国元素流行歌曲中

的运用问题。

（一）“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简述

“中国风”流行歌曲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传统音乐元

素中的一种风格。一般会在音乐的创作中以及编曲中加

入人们所熟悉的传统声学乐器的音色、除了这一种方式

以外还有加入中国传统的民族调式等，这样会给人们听

觉上带来一丝亲切感。正因为采取了这样一些中国元素，

使得流行歌曲具有了浓厚的中国味道，也进一步展现出

了中国人的含蓄美以及爱表现的意境美。紧接着对于中

国元素流行歌曲的详细论述笔者将会在歌曲《霍元甲》

的编曲角度进行一一阐述。

（二）歌曲《霍元甲》的编曲

《霍元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作

词，周杰伦作曲，洪敬尧编曲，收录于 2006 年 1 月 20 日

发行的 EP《霍元甲》中。该曲也是电影《霍元甲》的同

名主题曲。该歌曲的总的音乐风格为三种类型：中国风、

RAP、新金属。

编曲是指结合音乐制作的编配方式。它并非只是针

对乐器、音色搭配等的角度为乐曲进行编排，也不是单

指用电脑及软硬件实现音响效果的制作。而本文主要是

以合成器音色为话题来对《霍元甲》中的编曲进行讨论。

1. 从段落、民族乐器着手讨论

一首完整的流行歌曲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前奏、主

歌、副歌、间奏、尾奏。毫无疑问《霍元甲》的整体结

构也是如此。前奏部分以鲜明的中国乐器演奏主旋律，

奠定全曲的整体风格，给听众带来一丝亲切感。紧接着

进入主歌部分，直接进入听众耳朵里的是循环反复的琵

琶音色，其中电声音色作为铺垫，重复的主旋律给人一

种紧促的节奏感也是为了烘托其电影中的紧张气氛。再

接着就到了后面的副歌部分，首先是旋律的 RAP 部分听

起来朗朗上口且押韵，其次是乐器部分的竹笛音色，托

着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使电影的气氛达到顶点。依次下

来的是间奏，全程为电声的 SOLO 部分。最后到了歌曲

的尾奏以合成音色 PAD 音色进行铺底对全曲进行一个总

结，让整体的氛围进入到一个平息的阶段。

对于全曲的中国乐器编者用到了中国鼓、大锣、古

筝、二胡、琵琶、竹笛这些音色。毫无疑问，“中国风”

流行歌曲自然是少不了带有中国味道的民族乐器的音色。

编者也是紧扣文章主题，为了彰显电影中中国功夫给观

众带来的正能量。

2.《霍元甲》中的键盘合成音色

首先，选择《霍元甲》作为本文“中国风”流行歌

曲的代表，一是因为歌曲《霍元甲》就是由电影中霍元

甲的角色做支撑创作的，主要是烘托中国习武之人的英

雄气概。二是因为歌曲《霍元甲》在编曲的过程采用了

大量的中国乐器，在本身以电影霍元甲的原型创作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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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又丰富了整首歌曲的中国韵味。其次，本段以《霍

元甲》为实例，深度剖析合成器音色在本曲当中的运用。

本论点大致会按照流行歌曲的前奏、主歌、副歌、间奏、

尾奏进行探讨。最后，合成器在歌曲当中作为乐器的担

当，与其他乐器完美配合，自然为本曲增添了不一般的

风味。

（1）前奏

《霍元甲》作为实例，里面用到了一些特殊的合成

音色。首先前奏，一出来的是中国乐器大鼓的音色，鼓

声一出来奠定全曲的感情基调——明亮、高亢、正能量，

烘托全曲的武打氛围。大鼓音色结束后紧接着是在 25 秒

处的古筝音色演奏的旋律“266626…… 56546661”给人

以听觉上的中国风的熟悉感。出现在该曲的前奏 28 秒

处，出现了一种名叫“节奏 loop”的音色。Loop 本意为

循环，节奏 loop 顾名思义为节奏的循环。可以很明显的

感受到出现在前奏作为一种比较短的节奏循环与中国鼓

鼓点相配合，以奠定全曲的强烈的武术氛围，与电影情

节相呼应。古筝音色的旋律一直持续到合成器效果音色

结束，这里的合成器效果音色是不常见的音色，也是合

成器音色的亮点之一，将前奏的旋律整体又往前推进无

缝连接 35 秒处的二胡接旋律古筝铺底的音色。每换到下

一种音色时都会出现合成器效果音色，这样会给人一种

结束的感觉。前奏在接两把二胡以及以上提到的音色之

后在 54 秒处结束进入了主歌部分。

（2）主歌

主 歌 主 要 集 中 在 琵 琶 无 限 循 环 的 旋 律 上

“2221122241…… 2221122261”，但主歌部分乐器不多，

伴有电吉他、电贝司等。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主唱在唱，

要给主唱留有发挥的空间，乐器在此处的作用主要是进

行伴奏起点缀的作用。琵琶的音色以及演奏风格就决定

了它可以作为主奏乐器或伴奏乐器。琵琶弹奏基本音色

讲究尖、堂、松、脆、爆，弹挑技法的基本音色通过在

演奏时手腕自然放松，由右手食指与大指以第一关节为

主要发力点，配合手臂的自然臂重进行演奏，使其声音

清脆富有弹性。在主歌部分中编者通过琵琶音色向听众

叙述了全曲的题材，通过琵琶音色向听众表达了武曲的

热烈场面以及豪迈的气概。很好地阐述了霍元甲这个人

物的武打形象。作为主歌编者通过琵琶将武打氛围进行

铺垫，直至全曲的高潮。

（3）副歌

其 次 副 歌， 一 进 副 歌 听 众 一 是 被 歌 词“霍 霍 霍

霍……招式灵活，我我我我……完整渡过”所吸引，二

是被高音区的竹笛音色所吸引，“2346312…… 1612”听

到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与 SHE 的《中国话》副歌部分有

些许相似，再加之用了竹笛进行演奏对整曲的中国风韵

味进行呼应，让听众能感觉到些许归属感。将全曲情绪

带到顶点与听众心中的情绪产生共鸣。除了竹笛音色外，

还持续用了古筝音色作为竹笛音色的铺底，但不是持续

铺底，而是在竹笛音色空余时进行一个空白填充，丰富

了全曲的高潮气氛。

（4）间奏

除此之外，副歌完了之后在第 3 分钟的时候加入了

合成器的爆炸效果音色、光效果音色、雷声效果音色与

古筝、琵琶、做旋律的竹笛音色进行配合，持续到 3 分

30 秒处。此处的间奏将整曲的情感烘托到最高点，其中

的效果音色呼应了电影霍元甲中的情节，突出了霍元甲

的英雄气概，用民族乐器与听众对中国民族的情怀相连

接再紧接着重复副歌部分。

（5）尾奏

最后尾奏，这里主要作为古筝音色的铺底。比较典

型的合成音色就是出现在尾奏的温柔合成背景音，就是

我们常提到的键盘合成器中的 pad 音色。pad 一般来说是

用来铺底做氛围填充中低频的，但不是因为它叫 pad 才

这么用，是因为它音色动态不大并且持续，然后声音的

频段又集中在中低频所致。到尾奏部分，需要给全曲一

个结束，便采用了偏温柔的 PAD 音色进行铺底，与尾奏

之前的音响效果形成强烈的反差，暗示听众全曲已进入

尾声。一吵一静，配合的恰到好处。

三、对合成音色的思考

在文章上述我们了解到了关于合成器的介绍以及音

色方面的问题，并以周杰伦的《霍元甲》为例子详细的

阐述了其中所用到的合成音色。对此，也引发了我对于

合成音色的思考。

首先，是针对合成器音色利的方面来讲。关于传统

声学乐器所有的音色都可以由一台合成器来完成。这样

不仅降低了人力、物力资源，还大大提高了演出时的效

率。除此之外，由于时代的进步，各个领域也会跟进步

伐，利用现代电声乐器不仅增进了国际间的音乐交流而

且还开拓了音乐思维，让作曲家们可以有很大的创作空

间以及想象空间。

其次，是针对合成器音色弊的方面来讲。听众对于

模拟音色的第一感受就是“像”与“不像”。那么，对

于有一些民族乐器的音色利用合成器演奏出来为什么会

产生“不像”呢？其实大部分原因都归结于“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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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好将自己心中的情感寄托到歌词、诗词中，通

过旋律演奏出来进而来表达心中的意境以及含蓄。但，

合成器作为西洋乐器并且是以机械的制作原理为基础的

就很难将作曲家心中想要表达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表现

出来。除此之外，民族乐器特殊的演奏技巧对合成器

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说二胡中的柔弦，对手指

与琴弦的融合有很高的技巧，对于合成器的键盘是无

法做到惟妙惟肖的，也无法达到二胡想要传达的凄凉

悲惨的美感。

四、结语

以上就是探讨了关于合成器音色在中国元素流行歌

曲中的运用的一系列所涉及到的问题以及本文章所传达

出来的信息。让我们在今后的流行音乐的学习中，不断

地去思考如何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同时也能与时俱进，用

谦虚的态度向他国学习优秀的音乐文化，不断地进行创

新，将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洋乐器很好地结合，做世界性

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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