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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 旸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的符号呈现与价值

■文/王佳鑫

■文/陈基涛 杨琨

我国戏曲打击乐在电影艺术中的运用

音乐电影是以音乐为题材的一种

电影艺术形式，多通过电影故事和艺术

的表达，升华一般影视表现手法难以表

现的内涵，凭借着极强的感染力使观众

更容易投入剧情。钢琴作为“乐器之

王”，具有音乐优美、音域宽广、表现力

丰富等优势，是音乐电影中推动剧情发

展、表现人物情感、升华影片主题的关

键线索和象征符号，通过赋予音乐电影

以丰富的音色变化和情感层次，提升音

乐电影的感染力和艺术性。基于此，深

入探析钢琴元素在音乐电影中的多功

能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音乐电影的艺

术魅力和叙事技巧，同时也为音乐电影

的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音乐电影中钢琴元素的抒情功能

钢琴音乐的主要审美特征在于其

抒情性，正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所说：

“音乐所特有的因素是单纯的内心方

面的因素，即本身无形的情感”。在音

乐电影中，根据电影主题、剧情需要、

人物关系等，钢琴元素通常用于表达

具体的、特定的、有指向性的情感，如

紧凑的场合配以紧凑的音乐，暧昧的

场合配以轻柔的音乐。因此，钢琴承

载着较强的情感表达功能，不仅能够

细腻反映人物角色的情感变化，而且

可凭借较广的音域、较强的表现力来

呈现情感丰富的故事，进而增强电影

的情感深度。比如，在音乐电影《钢琴

家》中，友情、爱情、亲情都被淡化，影

片中的每一个场景都展现得极为真实

且朴素。战争对每个人的心灵都造成

了极大的影响，从饥饿和寒冷到孤立

无援的痛苦，从愤慨到恐惧再到无助

的苦楚，摧毁着每一位钢琴表演艺术

家的一切。影片借助钢琴音乐将这些

情感恰到好处地传达出来，引发观众

情感共鸣。尽管画面已经结束，但钢

琴音乐依然在观众的脑海中久久回

响、挥之不去。

音乐电影中钢琴元素的叙事功能

在音乐电影中，音乐作为电影

叙事的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钢琴

作为音乐电影中常见的叙事元素，

不仅可通过节奏变化、旋律起伏来

推动电影情节发展，而且作为贯穿

电影始终的关键，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连接不同的情节段落，从而使

整 个 电 影 情 节 更 为 连 贯 流 畅 。 例

如，在音乐电影《爱乐之城》中，钢琴

作为影片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始

终都是为电影情节的发展而服务。

主角塞巴斯蒂安的钢琴演奏，以不

同 的 节 奏 和 旋 律 推 动 电 影 情 节 发

展。例如，当他在爵士俱乐部独奏

时，音乐表达了他对梦想的坚持与

热 爱 ，带 领 观 众 走 进 他 的 内 心 世

界。同时，钢琴音乐贯穿始终、承上

启下，连接了塞巴斯蒂安与米娅的

相遇、爱情发展与最终分离，使整个

电影情节更加连贯和流畅。

音乐电影中钢琴元素的塑造功能

美国著名电影配乐作曲家伯纳

德·赫尔曼认为“音乐能够挖掘并强

化角色的内在性格”。

在诸多音乐电影中，通过钢琴

与人物之间的互动，凸显人物角色

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因此，音乐电

影中的音乐和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两

部分，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出一

个 情 感 丰 富 、引 人 入 胜 的 情 感 世

界。比如，音乐电影《钢琴家》中，钢

琴并非仅仅是故事的核心主题，还

是主角瓦迪斯拉夫·斯皮尔曼在极

端环境下维持精神世界的支柱。钢

琴音乐贯穿整个电影，展示了瓦迪

斯拉夫·斯皮尔曼在战争中的生存

斗争和内心坚韧。他在废墟中弹奏

的那段音乐，不仅展现了他的音乐

才华，还表达了他对人性、希望和生

存的渴望。在观看影片过程中，观

众可通过钢琴深刻感受到主人公的

孤独、痛苦和希望。影片《想飞的钢

琴少年》通过一首舒曼的钢琴协奏

曲《急流》向世人塑造了一位具有非

凡音乐天赋的少年——维达斯，并

选取拉威尔的《镜》组曲中的《小丑

的晨歌》、李斯特的《钟》等钢琴曲贯

穿整个剧情，使观众能够更好地借

助钢琴理解维达斯对音乐的热爱以

及对生活的抗争。

音乐电影中钢琴元素的升华功能

声音不仅是画面的必然产物，也

是主题的源泉和成因。音乐电影虽以

音乐为核心元素，但是每一部影片仍

有其所要传达的思想主题。钢琴作为

音乐电影中常见的叙事元素，不仅可

对电影主题的演绎和诠释起到补充和

说明的作用，从而使观众更容易理解

影片所表达的主题内涵，而且可凭借

其优美的旋律、纯厚丰满的音质以及

宽广的音域强化观众情感体验，从而

达到升华电影主题的效果。例如，在

影片《音乐之声》中，当玛丽亚用钢琴

教孩子们唱《Do-Re-Mi》时，钢琴的

声音充满了活力和希望，象征着家庭

生活的复苏。钢琴的音质丰富且温

暖，使得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孩子们重新找回了失去的快乐。在影

片高潮部分，冯·特拉普上校听到孩子

们和玛丽亚的演奏，被深深打动。他

重新拿起吉他，加入他们的演奏中，唱

起了《Edelweiss》。此时，钢琴的伴奏音

色柔美且充满感情，象征着上校内心

封闭多年的情感被音乐唤醒。他和玛

丽亚之间的感情也在音乐交流中逐渐

升温，钢琴在此刻不仅升华了家庭的

主题，也深化了爱情和希望的主题。

钢琴元素在音乐电影中的多功能

性，不仅在于其作为音乐的核心元素，

还在于其在情感表达、影片叙事、塑造

人物以及深化主题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以音乐的独特力量，提升音乐电

影的艺术感染力，引发观众情感共

鸣。因此，钢琴元素在音乐电影中的

运用，充分展示了音乐作为叙事工具

的无限可能性，同时彰显出钢琴在音

乐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中占据着不可或

缺的地位。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讲师）

音乐电影中钢琴元素的多功能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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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指出“艺术可

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或符号体

系”，它并非事物固有的特性，而是构成

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在此框架下，从日

常生活服装中演化并精炼成的中国传

统戏剧服饰，就是一个复杂的符号体

系。因此，通过对中国传统戏曲服饰进

行符号性研究，探索其中蕴含的象征意

义和文化价值，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传

统戏曲服饰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的符号呈现

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由能指和所

指组成，其中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

所指是符号所代表的概念或意义。在

传统戏曲服饰中，色彩、纹样和款式共

同构成符号的能指系统。

色彩的符号性。色彩是最能被观

众直观感受到的一种符号。中国传统

戏曲服饰将色彩分为“上五色”与“下五

色”。“上五色”为正色，包括白、绿、黑、

红、黄，多为皇室成员穿着，代表身份高

贵；下五色为间色，包括紫、粉、蓝、湖、

秋香，是上五色的延伸和补充，用于表

示身份卑微。除此之外，传统戏曲服饰

中色彩运用还具有强烈对比、巧妙调

和、表情达意三重规律。在戏曲舞台

上，通过服饰色彩的强烈对比，在美化

舞台之外，更能使人物形象生动传神。

例如，秦腔《斩李广》身着黑色套衣、配

以黄色虎皮坎肩，通过冷暖色调的对比

凸显李广威猛勇武的气质。不仅如此，

色彩还是展现人物性格特点、传递角色

情感的重要符号。在戏曲舞台中，常用

红色来展现热情豪爽的性格特质，例如

红娘衣；而黑色则展现人物的粗犷、刚

正、沉稳，诸如包拯用黑蟒、林冲用黑箭

衣等。

纹样的符号性。纹样在中国戏曲

服饰中占有较大比重，多以写生为主，

龙、凤、牡丹、莲花等图案都是戏曲服饰

中较为常见的纹样元素。除此之外，还

有草龙纹、博古纹等古代美术纹样、太

极八卦纹、八宝纹等宗教纹样，与色彩

一样，都具有装饰性和标志性。其中，

龙纹象征皇权和身份高贵，常用于十色

蟒、黄帔、龙斗篷等主要戏服。比如，

《摘缨会》中的楚庄王、《逍遥津》中的汉

献帝均在戏中穿黄帔。凤纹引入戏服，

被赋予“鸟中之王”的深刻含义，常用来

象征女权，在女蟒、女皇帔、宫衣等女性

戏衣中较为常见。除此之外，鸟纹、麒

麟纹、花纹、八卦纹、流水纹等中国传统

纹样运用于戏服中也具有深刻的内涵

和象征意义。比如，鸟纹和兽纹常用于

区分文武官，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

兽。而流水纹则象征万德吉祥，多用于

女蟒的铺底绣。从形状上来看，圆形纹

样的线条回环绵长、柔和流畅，象征着

团圆吉祥，因而被广泛应用于高级贵族

的戏衣中，比如皇帝的蟒服、龙马褂儿

等戏衣上均绣有团龙纹样。方形纹样

运用相对较少，大多用于官衣的方补

子；长形纹样则是纯装饰美化的纹样。

综合性纹样大多用于靠，靠是戏曲舞台

中武将的戎服，由多种不同形状的部件

组合而成，每一部分的纹样都不尽相

同，由此形成了综合性纹样。

款式的符号性。中国传统戏曲服

饰的款式丰富多样，主要包括蟒、帔、

靠、褶、衣五大类，从整体上看，款式多

为宽袍阔袖，全封闭式，外型宽大平直，

不显腰身。其中，蟒袍多用于帝王将相

等身份尊贵的角色，分为男蟒和女蟒两

大类，男蟒衣长及足，齐肩圆领，大襟开

身，女蟒的款式与男蟒大致相同，只是

女款继承了中国古代服饰的”上衣下

裳”的特点；帔是帝王将相豪宦乡绅及

眷属“燕居”闲适场合常服，不同的颜色

纹样代表着不同的人物身份。比如，闺

门帔专用于深闺中的未婚少女，观音帔

专用于深化戏曲中的观世音菩萨；上文

提到，靠是戏曲舞台中武将身穿的戎

服，包括硬靠、软靠、改良靠等九类；戏

曲舞台上的靠既是衣服又像是铠甲，以

衬托武将的威猛；褶子是中国戏曲舞台

中运用最广泛的款式，无论是帝王将相

还是平民百姓均可穿，因而在戏曲中属

于场合装；除以上四类之外的所有戏衣

统归为“衣”，在此就不做赘述。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的符号价值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不仅是舞台表

演的装饰元素，更是一种极具符号意义

的文化载体。如果说，色彩、图案和款

式是构成戏曲服饰符号的能指，那么其

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即为符

号的所指。

象征价值。中国传统戏曲服饰中

的每一种颜色、图案和款式都是深植于

传统文化的丰富符号系统之中，具有典

型的象征意义。从色彩运用出发，红色

通常象征热情、勇敢和忠诚，是英雄和

正面角色的主要颜色；黄色象征权力和

财富，是帝王的专属色，表现其至高无

上的地位；黑色通常与刚正、严肃相关，

常用于判官或忠烈的角色。从图案配

饰出发，龙纹象征帝王的至尊地位和权

力，凤纹象征尊贵和美德，莲花代表清

洁和纯净，兽纹则象征勇猛。从款式设

计出发，蟒袍的宽大与华丽贵气象征着

帝王将相的尊贵；靠甲与靠旗的款式设

计象征着武将的威猛；而仆人或平民短

褐衣裤的款式则象征其社会地位低下，

生活朴素。

审美价值。戏曲服饰的设计和制作

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和工艺技

术，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弘扬中华文化的

独特审美；同时，戏曲服饰不仅是演员舞

台表演的装束，更是中国悠久历史和文

化的重要载体。在戏曲表演中，依托服

饰的多样化展示，观众能够洞察到不同

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点，进而

加深对中国戏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美

术设计学院讲师）

经济、科技全球化促进多元文化融

合，使跨文化交际成为常态。跨文化交

际能力已成为个人发展和国际化人才

培养的必备能力。在此背景下，培养能

够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事务的人才、符

合社会发展与个人需求的国际化人才，

是韩语等外语教学所承担的重要使

命。加之中国与韩国文化皆属于“儒家

文化圈”。韩国国民在长期的各类生产

实践中，将儒家文化和高丽文化不断融

合，形成与中国区别显著的文化系统，

决定着高校韩语专业教育改革立足跨

文化交际视角具有天然优势。同时，中

韩两国语言体系完全不同，发音和文字

书写方式差异显著，且中文注重表达的

简练和气韵，韩语则注重对话中的礼貌

用语和尊卑分明的表达方式，这使得国

内高校韩语专业教学面临一定挑战。

长期以来，国内高校韩语等外语专业教

学缺乏相应的文化语境，将电影融入韩

语专业教学，能够通过创设良好的文化

语境，帮助学生了解中韩两国因价值观

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因

素产生的差异，从根本上改善文化误读

现象。据此，高校应按照教学要求和教

学指南，结合人才跨文化能力目标，从

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践教学等方面

规划韩语教学安排。

增设电影相关课程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韩语专业教

学改革，需要高校优化课程结构，增设

电影、文化类课程，构建“语言+文化”

课程体系，在丰富韩语专业教学内容的

基础上，夯实韩语专业学生的文化储

备，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

思维。据此，高校可考虑增设《韩国语

视听说（电影赏析）》《韩国电影高级课

程》等语言课程，由韩语专业教师向学

生传授电影与跨文化交际之间关系的

理论知识，帮助学生立足中韩友好关系

建立的视野，认识到韩语学习对跨文化

交际的重要性。由韩语专业教师根据

不同学段学生的韩语水平，在不同课程

中融入相适配的电影，系统性培养学生

跨文化交际思维。例如，针对大一学

生，教师可选取《7号房的礼物》《我的野

蛮女友》等韩语电影，让学生在简单、轻

松的故事情节中学习韩语语言基础；针

对大二、大三学生，教师可选取《辩护

人》《检察官外传》等韩语电影，增加我

国法律相关知识，形成中韩文化对比的

内容体系；针对大四学生，教师可选取

《熔炉》《嫌疑人X的献身》等韩语电影，

启发学生思考社会安全、人性等深层问

题和文化现象。

丰富韩语教学平台

高校应以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为

目标，以电影和信息化技术为教学载

体，在多媒体教室、文化体验室、翻译工

作室、语音实训室、朝鲜民俗村等教学

平台中，发挥电影教学的不同作用，革新

教学方式。例如，在多媒体教室开展韩

国语电影赏析，营造沉浸式教学氛围，丰

富韩语输入模态，让学生通过观看电影

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丰富学生韩语知

识储备；在语音实训室，韩语专业教师提

前对电影进行剪辑、字幕提取等，组织学

生进行韩语听力学习、视听说人机对话

学习，深化互动教学方式，使学生初步具

备良好的韩语沟通能力；在文化体验室

平台，韩语专业教师以电影中的文化交

际场景为灵感，创设体验式教学情境，

让学生体验文化与韩语语言相融合的

学习方式，进而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提升；在翻译工作室，韩语专业教师将

模拟电影中的中外合作项目，让学生负

责完成项目对接中的语言翻译、商务洽

谈部分，培养学生韩语实用翻译能力。

如此，不同教学方式之间相互交叉，电

影教学法渗透于不同平台中，助力韩语

专业教学从入门到提高、再到专业实

践，层层递进。此外，吉林、山东等地区

高校可借助地理优势，创设朝鲜民俗村

教学平台，实施角色扮演教学方式，模

拟韩国电影中日常做饭、工作等场景，

创设相应的韩语教学情境，锻炼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韩语的能力。

组织文化实践活动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高校韩语专业

教学落脚点在于培养能够熟练运用韩

语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据此，韩

语专业教师应坚持实践为导向，借助电

影组织商务洽谈、跨境电商、经贸往来、

文化交流等不同主题的文化实践活动，

让学生模仿电影中角色人物衣着、韩语

语言、语气等，了解韩国礼仪文化、情感

表达、语言用法，使得韩语专业教学更

加贴近实际。例如，教师借助《假如爱

有天意》《我的野蛮女友》等韩国爱情电

影经典片段，要求低年级韩语专业学生

进行角色扮演和讨论，深刻理解韩语表

达情感的用法，并讨论中韩情感表达方

式的不同；借助电影《辩护人》，组织学

生模拟法庭辩护现场活动，讨论“正义”

“法律”在中韩文化中的相同和不同表

达方式，并以此为主题，将学生分成不

同小组展开研究型学习讨论，实践结果

通过报告或者PPT形式提交。而后，韩

语专业教师将学生实践成果纳入评估

体系，针对学生学习韩语的评价更为合

理化和多元化，彰显韩语教学对学生的

认可，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还可利用韩语留学归国教师、留学

生等资源，举办讲座、韩语电影与教学

研讨会，并阶段性参与对学生学习成果

的评价，更加深入了解和掌握韩国文

化。基于此，高校充分利用校园文化，

让韩语专业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中

韩学生联谊会等活动，承担接待、翻译

等任务，为学生提供综合运用礼仪文

化、韩语语言的机会，切实提升学生跨

文化交际技能。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讲师）

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珍贵遗产之一，而打击乐则是中国传

统戏曲音乐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我

国戏曲打击乐器的种类繁多，每种乐

器都有其独特的音色和特点。大鼓作

为戏曲表演中使用最广泛的打击乐器

之一，有着浑厚、有力的音色，常用来

打击节奏和强调情节高潮；锣主要用

于打击各种节拍，有时也用来模仿闪

电、雷声等特殊效果，音色清脆、响亮；

板鼓主要用竹条击打鼓心，偶尔也通

过手势来指挥乐器演奏；堂鼓顾名思

义主要是在升堂、退堂和吹打曲牌时

使用。中国民间把打击乐简称为锣

鼓，锣鼓大都在戏曲武场面的打斗当

中使用。总之，戏曲打击乐作为中国

传统音乐的重要形式，承载着民族精

神和文化认同的象征意义。它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代表着中

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通

过戏曲打击乐的演奏和传承，人们不

仅可以弘扬民族文化，也可以增强对

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和自豪感。与此

同时，戏曲打击乐在不同历史时期和

社会背景下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

风格特点。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变迁和时代精神的演变。随着社会的

不断进步和文化的交流融合，戏曲打

击乐也在不断创新与发展，从而使得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主流电影

的不断发展，更多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电影艺术当中，戏曲打击乐的融入，不

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

蕴，也为电影艺术注入了独特的魅力

和情感。本文将探讨我国戏曲打击乐

在电影艺术中的运用，分析其对电影

情节、整体氛围以及观众情感的影响。

一、制造多种声效，控制电影节奏

在我国电影艺术当中，戏曲打击

乐的主要作用往往是用来模拟现实当

中的一些事物，来向观众传达一定的

内容。例如，在某种情境下，需要表现

出来的天气状况、动物声音等都需要

利用戏曲打击乐来实现。通过模拟出

自然界的声音效果，如风声、雨声、雷

声等，戏曲打击乐可以使观众身临其

境地感受到电影中所描绘的环境场

景。在探险、冒险片或自然题材片中，

打击乐的运用可以使环境更加真实立

体，增强电影的视听效果和沉浸感。

尤其是戏曲打击乐在电影中常常被用

来表现战斗场面。通过强而有力的击

打、鼓点和锣声，戏曲打击乐可以模拟

出战斗的声音效果，如兵器相击、战马

奔腾等，使观众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

到战争的激烈和紧张。在古装武侠片

或战争题材片中，戏曲打击乐的运用

可以使战斗场面更加生动逼真，增强

观影体验。例如，由张艺谋导演的

2023年春节档电影《满江红》主要选用

梆子腔四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作为背景

音乐，将音色干脆、挺拔的板胡作为领

奏乐器，配合上嘎嘣脆的枣木梆子为

特色打击乐器，模拟出一种奔忙疾走

的音响效果，具有极高的民间音乐辨

识性。此外，在我国的电影艺术当中，

常常通过戏曲打击乐来进一步控制电

影的节奏。例如，在我国传统动画电

影《大闹天宫》的开场，鼓点急促，美猴

王一个翻身筋斗，其身影出现在观众

的眼前，再随着一声大锣响起，完美亮

相。紧接着猴王开始耍刀弄棒，此时

的武场背景鼓点乐随之而起，猴王的

动作节奏跟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

着，运用戏曲打击乐能够进一步加强

电影中画面动作表演的节奏感。

二、烘托人物情绪，塑造电影氛围

利用戏曲打击乐烘托人物情绪，

塑造电影氛围是电影制作中常见的手

法之一。通过戏曲打击乐独特的节

奏、音效和音色，可以有效地营造出不

同的情绪和氛围，增强电影的感染力

和观赏性，使观众更加深入地体验电

影的世界。首先，在电影中，戏曲打击

乐经常被用来增强紧张气氛。通过快

速的节奏、高频率的击打和强烈的音

效，打击乐可以有效地营造出紧张的

氛围，使观众感受到剧情的紧迫感和

压力。在惊悚、动作片中，打击乐常常

被用来伴随着追逐、搏斗和危险情境，

加强观众的紧张感，使电影更具震撼

力。例如，影片《哪吒闹海》中，四大龙

王齐聚李府，电闪雷鸣，戏曲鼓点加以

配合，为我们展现出一种磅礴的气势，

大战一触即发。其次，戏曲打击乐还

可以被用来强调电影中的情感冲突。

通过改变打击乐的节奏、音调和音量，

可以有效地表现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

和内心挣扎。在剧情高潮或转折点，

打击乐的运用可以突出人物情感的起

伏和戏剧性，使观众更加投入到电影

情节之中，产生共鸣。例如，在动画影

片《骄傲将军》中，正值将军寿宴，突然

敌军开始攻城，场下一众宾客皆散去，

原本平静祥和的音乐被曲牌乐“十面

埋伏”取代，锣鼓乱锤，为我们表现出

了此时将军彷徨无助、惊惧害怕的情

绪。然后，戏曲打击乐还可以被用来

营造神秘、诡异的氛围。通过低沉的

鼓声、深邃的音色和怪异的音效，戏曲

打击乐可以创造出神秘、恐怖的氛围，

让观众感受到超自然力量或未知恐惧

的存在。在恐怖、悬疑片中，戏曲打击

乐的应用可以使气氛更加诡谲莫测，

增加观众的紧张感和好奇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

的戏曲打击乐在电影艺术中的运用不

仅为电影行业增添了独特的魅力，更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未来，

在中国电影产业的持续发展过程当中，

戏曲打击乐有望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

电影艺术创作注入更多的活力与灵感。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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