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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山楂树之恋》中的音乐研究
■杜　娟 (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摘 　要 ] 　在影片《山楂树之恋》中 , 山楂树下悄悄话式的音乐 , 以其纯净、质朴、委婉、凄美的特点施展它的

魅力 , 发挥巨大作用。音乐采用民族五声调式、缓慢的三拍子节奏写成 , 以中国古筝为基本音色 , 呈现出一种

“返璞归真”的简单质朴状态 , 力求褪去华丽复杂。本文从调式调性、曲式结构、乐器的选用等三方面来研究、

分析这段主题音乐 , 同时阐述了影视音乐的渲染气氛功能和抒发人物内心情感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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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形式 , 在影视艺术中 ,

起着积极的、多方面的表现作用 , 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

电影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

是对电影的诠释纽带 , 一首好的电影音乐 , 对整部影片的

内容表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

今年的热播影片《山楂树之恋》中的电影音乐采用民

族五声调式、缓慢的三拍子节奏写成的 , 以中国古筝为基

本音色 , 线条简单、旋律优美、略带忧伤的乐曲为主题音

乐。这一主题音乐以其原型及原型的变化发展贯穿整部影

片的始终。参与并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 增强了影片的感

染力。

影片《山楂树之恋》讲述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爱情

故事 : 女主角静秋是个漂亮的城里姑娘 , 因为家庭成分不

好 , 一直很自卑 ; 而英俊又有才气的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老

三却喜欢上了她 , 甘愿为她做任何事。他默默等待着静秋

毕业 , 等待着静秋工作 , 等待着静秋转正 , 等到静秋所有

的心愿都成了真 , 老三却得白血病离开了人世。

我是哭着看完这部电影的 , 这样一部凄美的影片打动

我的不仅仅是男女主人公纯净的爱情 , 还有那简单、质朴、

充满哀怨的电影音乐。

影片《山楂树之恋》中的主题音乐为整部影片增色不

少 , 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简单、质朴 , 在配器、和

声方面都尽量褪去华丽和复杂 , 演绎男女主人公山楂树下

悄悄话式的音乐对话。作曲家用简单、质朴的旋律把观众

带回到那个纯真年代 , 让观众在电影情节的推动下去感受

那段纯净、凄美的爱情故事 , 使人回忆起自己曾经青涩、

甜蜜而又美好的初恋。

电影音乐内容分析

(一) 调式、调性方面

影片《山楂树之恋》的主题音乐采用中国民族五声调

式写成 , 从调式的宫音开始 , 最后落在徵音上。中国民族

五声调式以表现曲调为主 , 属单音音乐体系 , 特别留意发

挥旋律进行时所能产生的各种变化 , 以丰富单音的内容。

通过对单音加以艺术处理 , 使音乐的线条得以修饰。作曲

家在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中使用这一调式 , 主要利用它内

敛、细腻、不张扬和充满中国特色的特点。

影片《山楂树之恋》中音乐的旋律线条呈大波浪式的

弯曲状进行 , 形成来回往复的曲线 , 增加乐曲的韵味 , 从

而更加贴切地将剧情中东方爱情“含蓄”的表达方式体现

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 , 两个人不敢拉手、

不敢约会 , 若即若离、欲说还休 , 羞羞答答地传递着爱情。

(二) 曲式结构方面

“起承转合”结构原则源于诗歌 , 在对偶结构的基础

上。将曲调进一步发展、充实而使其更加完整。第三句

“转”是这种乐段结构的主要特征和关键。“起承转合”式

的四句体乐段具备了呼应、发展、概括、总结等多种因素 ,

结构比较完整并具备较强的表现力 , 是音乐创作中经常采

用的曲式之一。

影片《山楂树之恋》的主题音乐 , 作曲家没有采用传

统的“起承转合”的乐句结构进行创作 , 而是出奇制胜地

运用了“起转承合”的特殊形式来表达 , 将高点 , 也就是

整个乐段的高潮部分放在了第二句上 , 通过节奏、音调、

旋律等较大的变化 , 把已呈述的乐思加以发展 , 在音乐上

出现下属功能的不稳定因素 , 与前后两句形成对比 , 这种

曲式结构的应用对剧情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打破

常规的结构特点刻画出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
(三) 乐器的选择方面

这部影片的音乐非常独特 , 因为绝大部分的音乐都只

使用了很少的几件乐器 , 直到影片的结尾处才加进了乐队

的演奏。这样的做法令我们耳目一新 , 也正是作曲家陈其

钢创作的独到之处。

1. 筝

筝是一件具有东方特点的中国乐器 , 它的音色深厚质

朴、灵秀柔和、韵味深长、表现力强 , 低音部粗犷豪放 ,

高音部慷慨激昂 , 善于表现慢板、庄重古朴的抒情乐曲。

作曲家陈其钢在这部影片的音乐中运用的主要乐器就是筝 ,

利用筝音色质朴、灵秀的特点来表现静秋的纯净、稚嫩、

青涩。从片头音乐中筝的独奏开始 , 筝的音色就散落在影

片的各个段落。简单的单音弹拨方式避免了过于缠绵悲伤

的情绪 , 通过断奏留出空隙 , 使影片音乐呈现出简单质朴

的音乐形式 , 烘托出全剧阳光、青涩的氛围 , 点明主题。

筝的运用在表现影片质朴、纯净的东方爱情故事上恰到

好处。

2. 大提琴

大提琴的音色浑厚优美、丰满低沉 , 擅长表达深沉而

抒情的旋律。大提琴属于低音乐器 , 因此它多用于表现悲

伤忧郁的情感。在影片《山楂树之恋》的音乐中 , 作曲家

也较多地运用了这件乐器来演奏缓慢的旋律 , 在男女主人

公的爱情历程中多次出现 , 既有两人对幸福憧憬的抒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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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对悲剧氛围的渲染 , 然而 , 更多的是对悲剧结局的

铺垫。

3. 钢琴

钢琴是源自西洋古典音乐的一种键盘乐器 , 素有乐器

之王的美称。在这段旋律线条简单、褪去华丽复杂的和声

配器的音乐中 , 似乎使钢琴这件乐器显得有些“大材小

用”, 因为音乐中只运用了钢琴的单音演奏 , 最多是几串琶

音和很少的几个和弦。在表现纯净的爱情时 , 需要的是简

单、质朴、纯净的音乐 , 用钢琴辅助古筝 , 同样采用单音

敲击的弹奏方法 , 通过断奏留出空隙 , 来表现张艺谋导演

追求的音乐的阳光与青涩、纯净与质朴。虽然只有几个单

音的演奏 , 在这段主题音乐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4. 小提琴

相信一提起《梁祝》大家一定会想起小提琴 , 一说起

小提琴我们也同样会想起协奏曲《梁祝》。因为小提琴协奏

曲《梁祝》的旋律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梁祝本是中

国古代的悲剧爱情故事 , 作曲家却大胆地运用小提琴这件

西洋乐器来演奏 , 结果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小提琴的

音色把故事表现得太完美了 , 于是小提琴也就有了表现悲

剧的功能特点。影片《山楂树之恋》中的音乐 , 作曲家也

用到了这件西洋乐器 , 同样表达东方的悲剧爱情故事 , 选

用这件乐器就顺理成章了。

电影音乐的功能作用

电影音乐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传达画面、语言和音响所

无法传达的信息。[2 ]266随着艺术的不断发展 , 音乐在影片中

的表现力越来越丰富了 , 每一部影片或多或少都有音乐 ,

音乐在影片中有着多种功能 ,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 渲染气氛功能

渲染气氛功能是电影音乐最浅显、最简单的作用 , 也

是电影音乐最初始、最常见的功能 , [2 ]267在影片中通过音乐

的这一功能为影片创造某种特定的气氛基调 , 对增强影片

的艺术感染力能起到重要作用。[3 ]192

影片《山楂树之恋》的音乐处理在这方面是比较成功

的。这部影片中线条简单、旋律优美、略带忧伤的音乐主

题与整部影片的氛围是非常协调的。贯穿于影片中惟一的

音乐主题 , 并不死板地追随具体画面 , 而是随着演奏乐器

的变换、增多 , 和声配器的变化出现 14 次 , 每次都是在影

片的重要时刻出现。

当女主人公静秋与男主人公老三第一次见面时 , 音乐

第一次响起 , 衬托着银幕上静秋脸上的羞涩和内心的喜悦 ,

音乐以钢琴的单音演奏开始 , 清脆的钢琴音色既能表现静

秋的稚嫩、青涩、渴望爱情但又怯懦的复杂心情 ; 又能渲

染静秋与老三初次见面时的紧张气氛。接着筝重复演奏这

一旋律 , 同样使用单音演奏 , 但力度稍重一些 , 除了表现

两人初次相识的喜悦 , 同时也对故事的悲剧结局做了铺垫

和暗示。

静秋与老三在河边的小树林里偷偷约会时 , 音乐响起 ,

这次以筝的独奏旋律开始 , 单音演奏 , 演奏力度较音乐第

一次出现时要重。当老三对静秋说 : “你可能还没有爱过 ,

所以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永远的爱情 , 等你爱上谁了 , 你

就知道 , 在这世上 , 有那么一个人 , 他宁可死也不会对你

出尔反尔的。”此时在音乐的衬托下 , 男主人公的台词蕴含

深意 , 渲染了当时幸福的场景和他们真挚的爱情。

当音乐在影片中第六次响起时 , 画面是老三骑自行车带

着静秋从医院包扎完出来 , 两个人有说有笑 , 欢快地狂奔

着 , 音乐用钢琴奏出欢快的旋律 , 音色明亮、欢畅 , 配以琶

音的伴奏型 , 简单的和声 , 更加突出旋律的歌唱性 , 以此来

烘托、渲染银幕上男女主人公沉浸在爱情中的幸福场景。
(二) 抒发人物内心情感的功能

内心活动性音乐同画面中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是比较

内在和深刻的 , 因为这种音乐同影片中人物的内心活动有

着密切的联系。音乐可以通过独特的方式来体现人物内心

丰富复杂的情感状态 [3 ]189 。当老三与静秋的偷偷约会被静

秋妈妈发现时 , 静秋妈妈要求老三在静秋工作转正之前不

要再来找她 , 老三答应了静秋妈妈的要求 , 在临走前他请

求静秋妈妈允许他再给静秋包扎一下脚 , 就在他俯下身去

为静秋包脚时音乐响起 , 开始是几个钢琴单音的慢速演奏 ,

接着转换成小提琴的音色 , 同时乐队进入 , 此处也是音乐

中第一次加入乐队 , 增强了音乐的沉重感。乐队与小提琴

的协奏音乐是催人泪下的 , 男主人公内心的无奈和不舍、

痛苦与忧伤的复杂心情 , 在这缓慢、忧郁、悲伤的音乐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段音乐就像是男主人公的内心独白 ,

同画面中老三眼里噙着的泪水融合在一起 , 显得十分和谐。

此情此景 , 配以富于感染力的音乐 , 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

被感动。因为观众常常会把片中人物的命运、遭遇同自己

的经历联系起来 , 此处音乐的运用唤起了观众对影片剧情

的共鸣 , 这也是作曲家的成功之处。

音乐以完整的形式最后一次出现 , 是在影片接近尾声

时 , 当静秋被接到医院老三的病床前 , 看着病床上消瘦、

奄奄一息的老三 , 静秋早已泣不成声 , 她一遍遍地哭喊着 :

“我是静秋 , 我是静秋 ⋯⋯”此时的老三已经不能说话 , 眼

角流下了眼泪。这段音乐一直伴随到终场 , 由前面出现时

的单独乐器单音演奏到最后一次出现时饱满的音色和丰富

的配器 , 使沉重感更加强烈了。它自始至终地同影片主人

公的生活和命运联系在一起 , 是整部影片中一个不可缺少

的重要角色。静秋内心即将失去爱人的极度悲伤 , 老三内

心对爱人的眷恋和不舍 , 在缓慢的三拍子节奏的音乐声中

得到了抒发和升华。

山楂树下悄悄话式的音乐配上独具东方特点的爱情故

事 , 最纯净的爱情与最纯净的音乐的完美结合冲击着人们

的耳膜 , 涤荡着人们的心灵 , 纯净的爱情让人深深地眷恋 ,

纯净的音乐久久地回荡在耳边。

[参考文献 ]

[ 1 ] 刘书亮. 电影艺术与技术[ M ]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2000 :262.

[ 2 ] 伍建阳. 影视声音创作艺术 [ M ]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 ,2005.

[ 3 ] 李南. 影视声音艺术 [ M ] .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2001. 　

[ 4 ] 高廷智. 电视声音构成 [ M ]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8 :78 - 124.

[作者简介 ] 杜娟 (1980 —　)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齐齐哈尔大

学音乐与舞蹈学院音乐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声乐教学与演唱。

　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