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蚁旦旦旦鱼
一

、

音乐赏析
陈晓峰

最近
,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新排了一出根据鲁彦

周同名小说改编的大戏 《逆火 》
,

受到广泛好评
。

该剧音乐由许代泉老师担任作曲
,

董润淮老师

配器
。

我有幸参加了该剧乐队
,

担任二胡与古筝的

演奏
,

亲身感受到 《逆火 》音乐带给我们心灵的震

撼和美的享受
,

与音乐技术的学习
。

本文就以下几

个方面阐述学习心得
。

一
、

音乐布局 合情合理

《逆 火 》音乐在总体布局 上讲究逻辑和层 次
,

全剧共七场
。

音乐紧扣剧情发展
,

一步步展开
。

既

有一般性 的铺陈
,

又有重点性的安排
。

一般性的铺

陈是指叙事性的唱腔
,

较多地运用传统的唱腔
,

包

括旋律及板式 以展示情节和人物 既保持了音乐

的风格
,

又具有戏剧性
。

重点性的安排突出了该剧

的主要人物
,

其中刻画 了主要人物的音乐形象
,

将

人物的复杂心理
、

情感一层层地剥出来
。

特别是核

心唱段
,

充分调动各种音乐手段
,

集中塑造人物的

各个侧面
。

所以有较多的出新
,

较多的吸收
。

在

《逆火 》中
,

重点的唱段有 第二场
“

桃林叙 旧
”

中
,

韵竹和柴梦轩的对唱
,

充分运用黄梅戏最擅长

抒情的男女声对唱
,

深刻而缠绵的旋律
,

柔情的演

唱
,

令人陶醉
。

第五场
“

红杏出墙
”

中韵竹和柴梦

轩的梦幻对唱
,

吸收了徽戏的青阳腔
,

并揉合了道

情及男平词
,

既典雅又深情
。

第六场
“

妒火杀人
”

中
,

韵竹投河
,

安排了核心唱段
,

一整套板腔变化

唱腔
,

集中展示了韵竹内心世界的各种侧面
。

第七

剧作家瓣遐夔翼彝熬瓣戮鬓撇换耀翼︸

畅 自如
。

练声曲以二度
、

三度
、

五度为主
,

音域不宜

过宽
,

在熟练的基础上
,

可以适当增加难度
,

逐渐

拓展音域
,

不能急于求成
,

反之
,

劳而无功
。

换声 区 的训练是发展歌唱技巧 的重要手段
,

换声区的概念是 中声区与高声区的连接处 意大利

传统美声教学换声区 的训练是十分严格的
,

根据声

部的差异
,

换声点亦有所不同

女高音 女中音 女低音

嗯 叽 哆 〔℃公 弓 作公

男高音 男中音 男低音

嘛 气 气 作
、

由于换声 区属于过渡性质
,

是连接高声区的桥

梁和纽带
,

所 以说
,

准确地把握换声点
、

运用科学

的训练 手段
,

是获得统一声音的必要途径
。

高声 区 准确的 自然声 区
、

稳定的中声 区
、

良好的换声 区是获得高声区 的基础和保证
。

高声区

是其他三 个声 区 的延伸
,

也是声 音训练 的高级 阶

段
,

在这个时期
,

以统一声区 为 目标
,

进一步拓展

音域
,

提高歌唱能力
,

最终获得完美的歌唱嗓音
。

发声训练过程中母音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 的
,

由于每个学生的生理结构
、

语言习惯多有不同
,

所

以
,

发声训练时采用的母音也就要因人而异 有的

学生开 口 音好
,

有的学生闭口 音好
,

这就要求教师

因地制宜
,

合理选择相适应的母音来训练
。

课下练

声时
,

一定要注意严格遵循教师的授课内容
,

以点

带面
,

循序渐进
。

在练声过程 中
,

还要注 意心理和 生 理 上 的调

节
,

以保证练声的质量
。

首先
,

歌唱时要有心理和

思想上 的准备
,

要有 良好的歌唱欲望
,

来调动歌唱

器官的积极性
,

保证歌唱器官机能的协调性
,

从而

获得美好的声音 其次
,

良好的发声姿态对于正确

歌唱习惯的养成也是尤为重要的
。

关于发声姿态的

准备 自然挺拔地站立
,

目光平视
,

面容微笑
,

上

齿稍露
,

下腮灵活放松
,

可左右晃动
,

舌位成平凹

状
,

歌唱时有轻松感
,

可根据放松的需要身体相应

的活动
,

以 达到放松的 目的
。

但不 可据此 养成习

惯
,

作为一名歌唱家要有 良好的舞台修养和风度
,

我们要从点滴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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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刃闯

周 困画 圈

剧作家场
“

火烧祠堂
”

中
,

韵竹悲壮的独唱
、

伴唱
,

运用

了反调阴司腔
、

彩腔的结合
,

塑造了韵竹刚毅
、

挺

拔的音乐形象
。

听起来和谐统一
,

毫无杂乱之感
,

完整性较好
。

全局音乐对比性强烈
。

三个主要人物唱腔选用

了不同的传统声腔基调
。

通过音乐的色彩对 比
、

情

感对比
、

人物性格对 比
,

较好地塑造 了三个栩栩如

生的人物形象
。

全剧音乐用羽调色彩的
‘·

青 阳腔
”

来调剂微调

色彩的黄梅戏唱腔
。

既作为帮唱
、

伴唱 的基本 曲

调
,

又 以箫来演奏
,

成 了柴梦轩这个人物 的符号
,

只要箫一出现
,

这个人物就站在观众面前
,

而且贯

穿到底
。

此外
,

全剧音乐中
,

整体音乐的结构和独立唱

段的结构都十分讲究
。

二
、

唱腔音乐优美动听

唱腔优美动听是徐代泉老师一向追求的创作特

点
,

这在他 以前多部黄梅戏音乐 电视剧 中得到印

证
。

在 《逆火 》中
,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特别是

几个重点唱段
,

真让人赏心悦 目
。

如上面提到的韵

竹和柴梦轩几个排比
“

怎能忘
”

的对唱
,

男腔低回

婉转
,

女腔的缠绵排恻
,

到最后 的男女声二重 唱
,

真是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
,

令

人陶醉
。

再如那段吸收的
“

青阳腔
”

对唱
,

徐老师

不是用青阳腔的哪一个曲牌套用
,

而是综合了几个

曲牌
,

重新创作而成 的
,

比原始
“

青 阳腔
”

更好

听
。

而又为黄梅戏增添了一支羽调色彩的典雅情趣

的新基调
。

徐老师曾说
“

在作曲中用好辩证法
,

就能做到优美动听
。

音乐中的辩证法就是对比
、

统

一规律
,

就是既要有统一
,

又要有对 比
,

掌握好对

比和统一的火候是至关重要的
。

水平的高低就要看

你怎 么掌握火候
,

还要看你的艺术才能
,

音乐感

觉
,

长期积累
,

知识面的宽窄
。

火候找准了
,

音乐

就动听 了
。 ”

就拿这个核心唱段来说
,

从结构上看
,

速度对 比十分强烈
,

这段唱腔集中体现了对比统一

规律的运用 在对比方面
,

除了速度的快与慢对比

外
,

在旋律方面有张与弛
、

动与静
、

强与弱
、

长与

短
、

高与低
、

婉转与平直的对 比 在腔词结合上有
·

腔多字少
、

字多腔少的对 比 在伴奏上有浓淡对比

等等
。

统一性体现在黄梅戏平词腔系腔格范围内
,

就是说基调是统一的
,

音乐色彩
、

演唱韵味
、

音乐

风格是统一的
。

三
、

描写音乐形象准确

描写音乐分为三类 一是营造环境氛围
,

二是

塑造人物性格
,

三是描写思想情感
。

营造环境氛围

的音乐
,

如祠堂祭祖的配乐
,

用大小喷呐
、

笙
、

笛

等吹管乐器吹奏
,

从摊戏吸收过来的曲牌
,

并配以

大锣大鼓
、

大筛金等打击乐
,

加上男声的
“

嗬
” ,

气氛庄严肃穆
,

并有几分阴森与杀气
。

塑造人物性

格的音乐
,

如四个族董上场
,

用板胡主奏的描写音

乐
,

夸张的滑音
,

配以小锣的
“

才才
”

及传统的开

唱锣鼓
,

把阿谈奉承的一群老秀才形象描写得逼真

生动
。

描写思想情感 的音乐很 多
,

我担任二胡独

奏
,

仅举二胡独奏两例 一是韵竹向柴梦轩诉说别

后的伤心事
,

一开 口 百感交集
,

一个激情的二胡独

奏配合演员的表演
,

旋律是从梆子腔吸收而来
,

天

衣无缝地连接到黄梅戏过门中来
,

准确地描写 了韵

竹的内心情感
。

二是韵竹在河边洗衣
,

孤独而伤

心
,

唱段前有一大段描写音乐
,

也是二胡主奏的
。

旋律是从主题音乐发展而来 此段音乐逼真地描写

了韵竹在河边徘徊
、

思 考
,

想她 的遭 遇
,

无限伤

感
。

特别是多次六度音程大跳
,

又有几分倔辈
,

暗

示她的反抗精神
。

我还担任了古筝的演奏
,

也举一

例 第七场韵竹告诉柴梦轩有一个
“

好地方
” ,

勾

起他的向往
,

二人有一段 舞蹈配乐
,

仍是
“

青阳

腔
”

曲调的再现
,

这一次是用古筝和广东高胡对

答
,

典雅而华丽
,

恰当地揭示 了人物内心向往美好

的情感
。

四
、

韵味浓郁的黄梅戏

《逆火 》音乐不论是唱腔还是描写音乐
,

黄梅

戏风格韵味很浓
。

在唱腔上
,

由于三个主要人物基

调是传统唱腔
,

这就从旋律上保证 了黄梅戏的风格

韵味
,

就是说
,

是立足在黄梅戏主腔的本体上
,

进

行再创造
。

将吸收来的音调融化到主腔的腔格 内
,

根据人物性格
、

情感再进行变化
、

发展
。

其他次要

人物尽量用传统唱腔
,

保持了浓郁的黄梅戏风格
。

徐老师曾说 能用老腔的尽量用老腔
,

老腔与新内

容有距离的加 以 改造
,

老腔不能表现的则要 吸收
、

创新
。

在今天的戏剧氛围下
,

敢于用老腔
,

也是一

种革命
。

所 以
,

在这种艺术观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唱

腔
,

肯定风格浓郁
,

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风格韵味的把握
,

除了旋律写作问题外
,

徐老

师很强调演唱润腔的运用
。

这出戏的音乐 出新的地方很多
,

归纳起来大约

有以下几项 声腔出新
、

旋律出新
、

板式出新
、

演

唱出新
。

《逆火 》音乐是最近几年黄梅戏舞台新戏

中较好的一部
,

不论在继承传统和创新中
,

都有其

成功的经验
,

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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