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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话剧《护国胡同》于 2018 年度荣获金刺猬中国大学生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该剧由中国北京联合大学和中国北京师

范大学联合出品，剧目主题曲《胡同儿北京人》由笔者完成音乐的创作。该剧是一部带有北京味道的现实主义题材原创话剧。故事

以中国北京城内什刹海地区一个面临自愿腾退的四合院为背景，围绕四合院内几户人家对外迁的态度为主线展开，同时讲出了院内

老少对外迁政策的看法，以及住在这个四合院里的四个家庭、三代人，始终将人世间的温暖与牵绊代代相传。剧目的点睛之笔处需

要一首极具代表性的音乐，既展现老北京人的风貌，又呈现新时代、新气象、新北京的风韵。“民族更流行”便是该曲的创作构思。

【Abstract】The drama “Huguo Hutong” won the “Outstanding Drama Award” in the 2018 Golden Hedgehog College Theatre Festival in 

China. The drama was jointly produced by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theme song “Hutong Beijingers” 

was completed by the author. “Huguo Hutong” is an original drama of Beijing �avor with a realistic theme. The story is based on a quadrangle 

courtyard facing the voluntary house vacating in the Shichahai area of Beijing, China and the attitudes of several households in the courtyard 

is based on the main line. At the same time, it tells the views of the young and old people in the courtyard, and the four families and three 

generations living in this courtyard have always passed on the warmth and ties of the world. The �nishing touch of the drama requires a 

representative music, which not only shows the style of the old Beijingers, but also presents the new era, the new atmosphere, and the charm 

of the new Beijing. “More national, more popular” is the creating conception of the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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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创作伊始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剧目《护国胡同》需

要的音乐线条是既能够表现中国老北京的胡同文化，又能够

让新时代的年轻人所接受。传统如何能够用新的形式进行传

承成了最大的难题 [1]。

胡同儿、四合院、澡堂子，这些都是中国老北京的经典

建筑，后海、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等新时代北京传统文化商

业街都是北京的知名传统文化特色旅游景点。在接到创作任

务后，先后多次到后海进行实地采风，[2] 选用中国北京的特

色风味美食文化、胡同北京人的生活日常、老北京话的风趣

幽默、院落中坐看四季变换的安逸生活、北京人与时俱进的

英文口头禅等多个素材进行融合，用以展现胡同北京人既保

留传统文化又奋进发展新时代北京的人文精神。

歌曲以“民族更流行”的方式，在京剧、京韵大鼓等中

国北京特色的东方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借鉴了嘻哈、饶舌等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西方音乐风格，并与之相结合，将传统文

化与国际文化接轨，展示了新时代、新气象、新北京的风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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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如下：

通常情况下，流行歌曲的结构是以主歌 (Verse)(A)，副歌

(Chorus)(B)，过渡句 ( 插句 )(C)，流行句 ( 记忆点 )(D)，桥段

(Instrumental and Ending)( 序唱、过门、间奏 )(E) 等组成。

2 主歌的说唱部分

主歌是一般歌曲中高潮也就是副歌之前的那部分，主歌

的作用是将旋律和情绪慢慢推上高潮的同时，还能表述清楚

该歌曲的故事背景或规定情景。主歌一般会在歌曲中间的间

奏之后再重复一遍，而这一遍的歌词往往和第一遍有所不同，

目的是为了延续剧情发展或者更深入的刻画情感。对主歌的

要求是比较多的，比如：

主歌要有较强的叙述性。

主歌每重复一遍歌词一般都要求不同，而副歌重复

的时候可以相同。

主歌是每首音乐的主干，是内容的体现。是对重要

的人物、事情、感情的主要叙述部分。

一般情况下，前奏过后就是歌曲的主歌部分。歌曲《胡

同北京人》将主歌借鉴 hip-hop 风格的音乐律动。就是在一

定模板式的节奏声背景下，快速地诉说一连串押韵的诗句这

一音乐律动特征。在主歌部分借鉴 hip-hop 音乐的节奏与韵

律之后的具体歌谱如图 1：

图 1 主歌歌谱

3 副歌的歌唱部分与流行句（记忆点）部分

3.1 副歌

副歌是流行歌曲必不可少，并且普遍采用的一种曲式结

构。大部分歌曲的流行句式，也就是歌曲的记忆点都会设置

在副歌部分。因此，对副歌部分的要求也就比较多。比如：

3.1.1 要有对比性

在节奏上、情感上要与主歌部分有对比，为曲调提供较

大的对比变化。

3.1.2 要有重复性

歌曲要想流行，在句式上具有重复或变化重复，是便于

传播的重要因素。但是对歌曲情绪的表达既不能太刻意，又

不能不加以克制。

3.1.3 要有发展性和概括性

歌曲的高潮往往会设计在副歌部分出现，是情绪的发展

和推进，而高潮的内容往往要求要有概括性。

很多歌曲的创作中，主歌可以说是内容，是每首音乐的

主干部分，是对重要的人物、事件、感情的主要表述的部分；

副歌则是区别于主歌的那部分内容，发展与概括性较强，并

且在节奏、情感、曲调上皆与主歌形成对比的那部分。很多

歌曲中，副歌部分经常会作感情的升华，是全曲歌词的画龙

点睛之笔，是大量的、概括性很强的抒情段落 [4]。

《胡同北京人》这首歌曲以 4 句式作为副歌，表现中国

北京现代宜居的四季交替安逸生活的唱词为该歌曲的核心内

容。目的是展示国际化北京的宜居性和文化性。在演唱时借

鉴京韵大鼓的唱腔用以演唱。具体歌谱如图 2：

图 2 副歌歌谱

3.2 流行句（记忆点）

主歌和副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那就是流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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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俗称的记忆点。一首歌曲是无法让仅听过一两次的人

们记忆全部的，短时间的记忆只能哼唱一两句而已，但正是

这一两句往往决定着这首歌曲能够被流行。而被人们能够记

住的这一两句就是歌曲的流行句，即记忆点。

《胡同北京人》这首歌曲以一句半英文口头禅用说唱的

形式进行表现，既呼应主歌部分借鉴 hip-hop风格的音乐律动，

又总结副歌部分的中心思想。具体歌谱如图 3：

图 3 流行句歌谱

4 桥段部分 (Instrumental and Ending)( 序唱，

过门，间奏 )

4.1 《胡同北京人》的序唱与前奏同步

由于是剧目音乐，要紧贴剧目的剧情，因此在该段落增

加了剧中人物的经典对话，让听众从音乐作品中就能有强烈

的代入感。具体歌词如下：

“大智：呦 ~ 六爷，又去您那澡堂子啊？

六爷：是啊，没人盯，不行啊。

葛叔：要我说，还弄什么澡堂子啊，拆了得了。

六爷：赶快遛鸟去吧你 ~

文娟：哎 ~ 玲玲呢？哎呀，准是又设计澡堂子去了，学

个看风水的专业，工作可怎么找呀！”

4.2 《胡同北京人》的尾奏部分也是精心设计的

一般情况下，在整首歌曲的终结之前，大多数的表现手

法都是会有一段作完结的纯音乐 (Ending)。比如将歌曲的最后

一句重复一次，或者重复多次并且渐渐降低声量至完全没有

声音(Fade Out)而作完结，这是歌曲常用的Ending的表现方式。

《胡同北京人》这首歌曲在结束处使用的是一段纯音乐 + 经

典叫卖声作为结尾。纯音乐是一般歌曲的惯用手法，而加入

经典叫卖声“卖豆汁儿”是由于该剧的剧情落脚点人物祁大

妈在全剧结束时采用等待已经去世的老伴儿作为剧目结束，

而祁奶奶在剧中被设置为一个老年痴呆的角色，唯一记忆犹

新的就是年轻时与老伴儿一起在胡同里卖豆汁儿，虽已年迈，

但这经典的“卖豆汁儿”的叫卖声到如今都能吆喝的一字不差。

为此，歌曲在结尾处加入了“卖豆汁儿”的叫卖声，旨在与

剧情尾声保持一致的内容性与思想性。具体歌词如下：

（叫卖声）甜酸嘞豆汁儿，哎 ~~ 甜酸嘞豆汁儿，哎 ~~

甜酸嘞豆汁儿，哎 ~~ 麻豆腐，哎 ~~

粥喔 ~~ 豆汁儿粥喔 ~~

哦，来盘儿咸菜，

好嘞！

粥喔 ~~ 豆汁儿粥喔 ~~

《胡同北京人》这首歌曲既采用一般流行歌曲的结构，

又加以灵活变化。以主歌 (Verse)(A)+ 副歌 (Chorus)(B)+ 过渡

句 ( 插 句 )(C)+ 流 行 句 ( 记 忆 点 )(D)+ 桥 段 (Instrumental and 

Ending)( 序唱，过门，间奏 )(E) 的结构组成。用主歌作为主

干，叙述内容，借鉴 hip-hop 风格的音乐律动这一特定型式；

副歌与主歌形成对比，加入记忆点乐句；在副歌和记忆点乐

句奏完之后，加入音乐过门，在整首歌终结之前用纯音乐

(Ending)+“卖豆汁儿”的叫卖声，并且渐渐降低声量至完全

没有声音 (Fade Out) 作为结尾，目的是营造意犹未尽之感。

5 结语

《胡同北京人》作为剧目《护国胡同》的主题曲，剧目

本身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带有北京味道的原创话剧，有人

说，没听过京韵大鼓、没见过泡茶遛鸟的大爷、没感受过四

合院的生活气息，怎么能说自己了解是北京的？这首《胡同

北京人》将中国北京小吃、胡同日常、老北京话儿、四季变换、

英文口头禅等多个素材进行融合。用“民族更流行”的方式，

将京剧、京韵大鼓等中国北京特色音乐风格加入 hip-hop 音

乐风格，将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接轨，展示了新时代、新气象、

新北京的风韵，展现胡同北京人既保留传统文化又奋进发展

新时代北京的人文精神。音乐中尚有诸多不足，但初心不变，

旨在反映胡同儿北京人儿的幸福感，以及打破传统、创新发

展的新时代新北京建设的发展理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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