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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音画 

——《黑珍珠》音响组织分析 

李鹏云 

  

引  言 

  

《黑珍珠》是作曲家刘健继《盘王之女》[①]后所创作的又一部“新民族根源音乐”作品专辑，由台湾风潮唱片公

司2000年出版发行。专辑由《黑珍珠》、《星月梭》、《叶娜》、《司岗里之一》、《司岗里之二》、《木鼓房》、

《祭杀》、《阿瓦理》和《燕子》9首作品组成。它以我国云南古老的少数民族佤族的音乐为主要素材，充分运用其原

汁原味的独唱及富有民族特色的乐器（口弦、得、木鼓、独弦琴等），结合现代的录音技术、声音处理手段以及独特的

音响组织，勾画出了佤族人粗犷、纯朴、原始、乐观而神秘的生活画面。正因如此，在2000年世界性的法国坎城Medim

唱片大展中，德国闻名的独立唱片公司SATTVA听见《黑珍珠》里干净宽广且深具磁性的佤族女声时，即震撼表示：“这

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音乐和声音。” 

“新民族根源音乐”是刘健首次在国内提出的“文化环境”论中的一个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理念。它强调的是在利用

民族音乐素材进行创作时，尽量放弃对素材的“破坏性”而保持其原始形态。这种理念深深地影响着《黑珍珠》的创

作，正如此，在专辑中才能听到原始的佤族人声及独特的乐器演奏，同时也能感受到其相应的音乐形态和独特的表演形

式。另外，作为世界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电子音色及电子处理手段的运用，使得作品又具有一定的“融合

性”和“现代感”。这两点是专辑所体现的主要理念。 

如作曲家所述: “专辑《盘王之女》更多的是从瑶族文化的角度体现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宗教感，而专辑《黑珍

珠》则恰好相反，它更多的是从佤族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来体现一种民俗性和场景感”[②]。这是该专辑的主要艺术

目的。 

基于一个创作理念，一个艺术表现目的，作曲家在专辑的创作中，从声音素材的筛选、乐器音色的使用到不同音响

间的结合，都体现出它们影响下的特性。主打曲《黑珍珠》在音响的组织中，以音响间的不同层次性为主要手法，来构

成作品的整体特性。 

作品《黑珍珠》由一个引子和六个段落组成，长度为4分29秒。其中，段落3和段落5是对段落1的重复，段落4和段

落6是对段落2的重复。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很久以前，海龙王的女儿叶娜爱上了佤族的青年岩惹，

两人相爱，决定厮守终生，但海龙王舍不得女儿离他远去，所以极力反对这件婚事。于是，聪明的叶娜想了个办法，把

自己的声音装在深海的珍珠里送给父亲。这样，即使她不在父亲的身边，当父亲想念他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所以，日后在山林里的佤族姑娘们，因为无法将自己的声音变成深水湖里的黑珍珠，就将树林里的粒粒相思豆串成情郎

身上的项链，保有情郎一世平安。后来，相思豆被当作珍珠，成为佤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一种珍贵方式”[③]。 

一、音响材料的“民间化”与“人性化” 

  

音响材料是电子音乐构成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独特的音响及独特的组织方式使得作品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作品

《黑珍珠》的音响材料，便体现了这一特性，见表1。 

表1：《黑珍珠》音响材料统计表 

作曲家远离了民族音乐中一般意义上的音响材料，如古筝、琵琶及民族唱法等，远离了一般意义上的电声音响材

料，如架子鼓、贝司、吉他等，取而代之的是佤族那些极其简单、纯朴而真实的音响材料，如女声独唱、口弦的演奏

等。这些通过采风录音而得来的真实音响材料经过处理后直接被使用在作品中，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这体现了作者

在音响组织中，音响材料的一种“民间化”风格。 

在音响材料的处理过程中，作者远离了电子音乐处理手段中“机器味”较浓的处理方式，而使用一些较为常规和简

单的处理手段，如加入混响、拼贴合成等，使得声音变成一个极具有“演奏感”的音响。如推开木门，放下肩上担子的

声音，好像情郎归来；合成的发音比较柔软的鼓，象一个佤族青年在自由的敲奏；根据唱词音节而剪贴的女声，加入回

声效果后，象飘荡在树林里的歌声一样，挥之不去。这种处理手法使得音响极具有演奏感而体现了一定的“人性化”特

征，这也是作者在音响审美方面的一个独特追求。 

正是如此，这些音响材料被组织起来，才讲述一个美丽而动人的爱情故事。 

新民族根源音乐在强调民族音乐原始性的同时，又强调文化融合下的时代感。宏观上看，作品《黑珍珠》在音响材

料的组织中坚持一个标准，就是现场感与背景性，见图1。这体现作曲家所追求的“民族文化”与“世界大文化环境”

相互依托与融合的艺术观点。因此，这些不同的音响材料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必然的联系，从而成为这些音响能够在同

一首作品中共同存在的前提。 

现场感音响 背景性音响 

自然音响：推门声，放下担子的声音 长音和声背景音响 

男声ha 加回声效果的女声 

口弦独奏 男声合唱 

口弦演奏时的口腔噪音 左右跳动的小皮鼓 

女声独唱 木质感电钢琴+柔和的背景音色 

发音比较柔软的鼓 明亮的圆音头音色 

透明胶带代替笛膜的竹笛 男高腔 

 



  

  

图1：《黑珍珠》音响材料关系图 

  

二、音响织体的层次性 

  

音响织体在这里指的是音响在纵向上构成的关系[1]。作品《黑珍珠》淡化了音响之间融合性而主要追求它们之间

的对比性，以达到音响之间能够相互依托，相互突出而不掩盖对方的艺术目的。在音响的纵向组织中，作曲家以音响形

态、音响空间状态以及音响质感为主要的出发点，结合其它的表现手段，使得这些音响能够在一个完整的音响结构中相

互依附而又对比存在。 

（一）、音响形态的层次性 

音响形态在这里指的是单位时间和空间里，根据发音特点，音响所呈现的一种轮廓。由于发音特点的不同，会形成

诸如点状形态、线状形态、带状形态及块状形态等。一般情况下，特定的音响和特定的形态是有必然联系的，所以形态

之间的区别也就成了一个相对的区别[2]。作品《黑珍珠》中的音响形态，见表2，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从而构成一

定的层次性。 

表2：《黑珍珠》主要音响形态特征表 

作品中段落1和段落2，如果用相应的图来代表一定的音响形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音响形态上构成的层次性，见

图2和图3。 

   
图2：《黑珍珠》段落1音响形态图  

                               图3：《黑珍珠》段落2音响形态图 

（二）、音响空间的层次性 

音响空间主要指的是音响的静态位置和动态运动构成的一个区域感和空间感。在双声道立体声中，音响的空间感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左右）上的空间感，它主要是通过音响的左右不同位置和运动体现出来的；另外一个

是纵向（前后）上的空间感，它主要是通过音响的反射声大小和振幅大小体现出来的[3]。作品《黑珍珠》中，各个音

响处在不同的空间，通过在空间中的不同静态位置和动态运动，形成不同的层次性，见表3及图4和图5。 

表3：《黑珍珠》主要音响空间特征表 

音响材料 简称 特征描述 音响形态 

和声背景 PAD 声音起振较短，非衰减性发声。 带状 

加回声效果的女声 R.W. 为剪贴的唱词音节，发音较短。 点状 

口弦 K.X. 起振和衰减短，延音很短。 点状 

口弦演奏时的口腔噪音 K.X.Z. 起振和衰减短，延音很短。 点状 

发音比较柔软的鼓 S.D. 起振和衰减短，延音略长。 点状 

女声独唱 S.S. 人声 线状 

男声合唱 M.C. 人声合唱 块状 

男高腔 M.H. 人声 线状 

左右跳动的小皮鼓 S.T.D. 起振和衰减短，延音很短。 点状 

明亮的圆音头音色 M.L.Y. 起振长，延音较长。 点线状 

木质感电钢琴+柔和的背景音色 E.P.P. 起振较短，非衰减性发声，延音长。 块线状 

竹笛 B.F. 起振较短，非衰减性发声，无延音。 线状 

音响材料 简称 空间特征描述 音响形态 

和声背景 PAD 全声场性的空间位置，靠后。 静态 

加回声效果的女声 R.W. 位于双声道中间，靠后。 静态 

口弦 K.X. 随机在左右空间中跳动 动态 

口弦演奏时的口腔噪音 K.X.Z. 偏离于中心，靠前。 静态 

发音比较柔软的鼓 S.D. 段落1中在中间，段落2中左右跳动。 静态与动态 

女声独唱 S.S. 中间，靠前。 静态 

男声合唱 M.C. 偏离于中心，靠后。 静态 

男高腔 M.H. 中间，靠后。 静态 

左右跳动的小皮鼓 S.T.D. 左右随机跳动，靠前。 动态 

明亮的圆音头音色 M.L.Y. 偏离于中心，靠后。 静态 

木质感电钢琴+柔和的背景音色 E.P.P. 全声场性的空间位置，靠后。 静态 

竹笛 B.F. 中间，靠前。 静态 



  

    
图4：《黑珍珠》段落1音响空间布局图 

 图5：《黑珍珠》段落2音响空间布局图 

结合图表可以看到音响在空间中的布局。“动与静”、“左与右”、“前与后”的结合，使得音响之间既能相互对

比突出，同时又能从整体上构成一个很宽阔的音响空间。 

    （三）、音响质感的层次性 

   电子音乐中，音响质感是一个不好“量化”和“具体确认”但客观存在并起很大作用的音乐要素。它是听者对音

响在材质上的一种主观综合感受，也是音色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敲击的鼓声给人一种“皮质感”；滚奏的吊镲是

“金属感”；敲击的木鱼给人一种“木质感”等等。作品《黑珍珠》中，音响质感的差异性构成了一定的层次，见表4

及图6。 

表4：《黑珍珠》主要音响质感特征表  
 图6：《黑珍珠》音响质感图 

  

  

（四）、音响密度的层次性 

     音响密度在这里指的是单位时间内音响发音点数目的多少。作品《黑珍珠》中基本段落之间音响密度的差异构成

了不同的音响密度层。引子音响密度最小，段落1密度增加，段落2音响密度最大。段落4是是对段落2的重复，音响密度

减小。将不同段落的音响密度的数目用图形表示，可清晰地得到其变化的层次性，见表5及图7。 

表5：《黑珍珠》音响密度统计表 

  
图7 ：《黑珍珠》音响密度对比图 

作品《黑珍珠》音响上的“层次性”不是被上述四个方面孤立地体现的，而是附加基本表现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

音响材料 简称 质感特征描述 音响形态 

自然音响  Z.R. 门轴转动，放下担子。 木质感 

和声背景 PAD 类似弦乐的合奏，柔软温和。 丝质感 

加回声效果的女声 R.W. 温暖、柔和的人声。 人声感 

口弦 K.X. 干涩，泛音少。 木质感 

口弦演奏时的口腔噪音 K.X.Z. 较硬，噪声感强。 人声感 

发音比较柔软的鼓 S.D. 松软，余音长。 皮质感 

女声独唱 S.S. 温和，亲切。 人声感 

男高腔 M.H. 松弛、柔软。 人声感 

左右跳动的小皮鼓 S.T.D. 松软、干净，颗粒性强。 皮质感 

明亮的圆音头音色 M.L.Y. 发音较闷 金属感 

木质感电钢琴+柔和的背景音色 E.P.P. 清脆，明亮。 木质感 

竹笛 B.F. 明亮、清脆。 木质感 

段落 引子 段落1 段落2 段落4 

音响密度 8 16 35 27 



互结合，相互作用而最后形成一个统一体。在不同的段落中，当几个音响在某个构成要素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就用另

外一个相异的要素来加以区分。如当两个音响在音响形态相似或相同的情况下，就用音响空间来加以区分；当质感相同

的情况下，就用音响形态来加以区分。这种音响的组织手法，体现了作曲家在音响上的一个独特追求：即作品在音响整

体上，不追求宏大场面下的厚重音响。而是追求作品音响在整体上的一种“清澈”、“透亮”的效果。正是由于这种艺

术目的的要求，使得音响具有这种特质。反过来说，在音响的组织中，又不得不利用音响在各个要素的层次性，来达到

这个目的。 

  

结  语 

  

音乐进行中的“层次性”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它体现在各个音乐要素之中。作品《黑珍珠》的层次性同样在这些音

乐要素中都有体现。然而，从电子音乐的角度来看，作曲家除了常规的音乐要素，诸如和声、节奏、音型等外，主要强

调和突出的是音响间的层次性，即从物理属性角度的形态、空间、质感等方面。这种带有一定主观目性的处理，体现了

作曲家对新民族根源音乐在音响上的独特追求和认识，同时折射出在电子音乐作品分析，作曲家所提出的另外一种分析

方法和切入角度。正如此，这为文章的分析就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切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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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①]刘健，男，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作曲家。他于60年代开始学习作曲，中学毕业后在文艺宣传队担任作曲与指挥，接触了大量的

民族民间音乐；70年代考入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系统学习作曲及作曲技术理论；80年代末开始接触了电子音乐并在我国率先创办音乐音响

导演学科，将电子音乐开始引入到教学。作品《纹饰》获“国际新音乐大赛”89/90年度才华成就奖；作品《风的回声》于2001年获英国

“科罗伊登音乐节”作曲比赛第一名；作品《半坡的月圆之夜》于2004年在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音乐会首演中获得一致好评。新民族根源

音乐作品专辑《盘王之女》1999年亚太广播电视联盟第35届节目评奖第一名，刘健的音乐作品主要涉及常规乐器与电子音乐两个领域。文

中提到的新民族根源音乐属于电子音乐领域。 

[②] 这段话来自于作曲家的访谈中。 

[③] 这个故事来自于作曲家采风过程于歌唱演员的交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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