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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京胡演奏家赵济羹史料研究
口文／牛蕊

摘要i在中国京剧演奏界，赵济羹是一位著名的琴师、京胡演奏家。他善于左手拉琴，在一生的京胡演奏中不断
创新，形成艺术特征鲜明的“赵派胡琴”，其艺术实践成果对京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现有资料进行查询，

从赵济羹生平、演奏与京胡传承三方面做了总结，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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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戏曲音乐的新发展，京剧器乐演

奏界也涌现出一批技艺高超、专业修养深厚的琴师。他们承

前启后，大胆创新，为现代戏京剧音乐的发展与演奏人才培养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长期辅佐表演者，所谓“琴师操琴之

优劣，足以影响伶人之唱，伶人成名，亦端赖琴师之伴奏适宜，

方能收红花绿叶之妙”，因此，琴师与演唱家一样值得关注。

赵继羹就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琴师，他的京胡演奏不仅被

业内同行折服，更为业界专家、学者赞誉。笔者目前掌握的

相关资料有：笑天《北京剧坛之琴师有三杰四义五棒槌二十

八宿之称》(《立言画刊》1942年214期，简称笑文)；赵济羹

口述，范石人整理记录《京胡曲谱集成》(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8年11月第l版，简称赵著)；张恭《略谈京剧乐师及其

流派》(《中国戏剧))1962年第7期，简称张文)；王维《京剧左

手琴师赵喇嘛》(《中国戏剧))1985年09期，简称王文)；黄金

陆《我为杨宝森先生操琴》(《中国戏剧))1988年第8期，简称

黄文)；胡申生《票友列传》(《上海戏剧))1989年06期简称胡

文)；徐英耀《我跟赵喇嘛学京胡》(《上海戏剧))1990年02

期，简称徐文)；《中国京剧史(下卷第二分册)》(北京市艺术

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中国京剧出版社1999年9月

第1版，简称《京剧史》)；《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下)》(《中国

戏曲志-北京卷》编委会，1999年9月北京第1版，简称《戏

曲志》)；《京剧文化词典》(黄钧、徐希博主编，汉语大词典出

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简称《文化词典》)。笔者还通过

互动百科网、中国京剧老唱片网、梨园百年琐记网、百度网的搜

寻以及对著名演奏家高一呜老师的采访，得到不少可信材料。

一、赵继羹生平及评价

上文多数文章著作都对赵济羹生平有所涉及：赵济羹

(1898——1975)别号喇嘛，北京人，祖籍绍兴。幼时拜清末
民初著名弹弦子手陈祥林为师，学习南弦和月琴。16岁时后

改学京胡，随“孙派”胡琴大师孙佐臣操习月琴与胡琴，并深

受“梅派”胡琴大师梅雨田胡琴艺术的影响。1920年为旦角

演员徐碧云操琴，30岁时加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乐队。1931

年后成为老生谭富英的主要琴师，二人合作长达十八年。除

为老生伴奏外，他还兼及青衣、花脸、老旦行当，与老生演员

言菊朋、王又宸、李宗义、纪玉良，净角演员金少山、裘盛戎以

及旦角演员蒋君稼等人有过合作。他1952年至1965年入

华东试验京剧团，即上海京剧院工作，期间口述出版《京胡曲

谱集成》一书。

相关网站还记载到，言菊朋1929年在云庆社演出期问，

应高亭、蓓开两公司之邀灌制了《打金枝》、《雁门关》、《四郎

探母》、《骊珠梦》等十二张唱片，均由赵济羹操琴。1958年，

他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担任琴师。赵济羹秉性刚直不阿，

民国时曾有位官员要让他为私人操琴，遭到严词拒绝。

赵济羹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从后人对他的定位中得以

显现。他左右两手都能娴熟自由地操琴，被誉为左右开弓的
“京胡圣手”。他以类拔萃的琴技与杨宝忠、徐兰沅、王少卿在

“徐文”中并称京胡“四大圣手”，并与徐兰沅，穆铁芬在“笑

文”中被誉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京胡“三杰”。

“赵著”也提到旦角演员芙蓉草(即赵桐珊)与鼓师杭子

的评价。芙蓉草称赞到：“演员的唱是鱼，他的琴是水，怎么唱

也游不出水去”；杭子和称他是自己一生中最得心应手的合

作者：“我这一辈子在场面上打鼓，没有再比跟喇嘛在一起干

活痛快了，咱俩谁也甭管谁，一出戏就顺顺当当下来了。”

上述资料使我们对赵济羹有了初步了解。但有关赵济羹

别号由来、家庭状况、父母职业、拜师学艺经过、与名家合作

演出经历、上海京剧院经历、晚年状况都不详尽，仍需继续挖掘。

二、演奏特点与“赵派胡琴”

(一)左手拉琴：善拉快板琴艺精湛

一般来讲，琴师若做到“慢而不懈，快而不毛”时已达到

一定高度。但赵济羹却能做到单慢音“疏处不透风”，繁速音

“密处可走马”。他更善拉快板，讲究气口、垫头与弓法，不仅

弓头好，而且尺寸、节奏均匀，干净利落而富于感情，《京剧

史》与《戏曲志》都在此方面有所叙述。高一鸣也认为赵济羹

的快板最值一提，字字‘立’得起，十分干脆。他为谭富英操琴

时，每遇快板，都能将琴声紧密相随于唱腔。谭富英的唱加上

赵济羹的琴可谓珠联璧合，令人酣畅淋漓。他的快板一绝还

在于演奏时并不从头拉到尾，而在其间随意空出一两小节待

月琴弹奏后，再用胡琴严丝合缝地接连上去，说明赵济羹对

节奏和唱腔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赵著”称其琴艺“在曲调上繁简相宜，风格上古朴典

雅⋯⋯运弓爽利，听来如啖砀山之梨；指音明净，聆之犹

如珠走玉盘”。“王文”认为他对京胡的音律已达到炉火纯

青之境界。拉琴时轻而易举，游刃有余，不被内容所拘束，还

能用京胡轻易模仿人说话，可见其技法之精湛。此外，由于他

左手操琴，导致演奏时里弦特别浑厚。因此他更善于发挥里

弦优势，经常用里弦来填补演唱气口，使音乐听起来别有一

番风味。

(二)勤于钻研：技术娴熟六场通透

赵济羹为不同名伶操琴时，常认真总结各派音乐特点，

以便使琴音与唱腔融为一体。“黄文”具体讲述了赵济羹为杨

宝森“杨派”伴奏的实例，如演奏《空城计》时，赵济羹认为【西

皮慢板】从第三句“先帝爷下南阳御驾j请”之后就应在原尺

寸上加快，并要逐字逐句地简化伴奏谱，这样才能体现句句

渐快。在《击鼓骂曹》头场祢衡所唱【西皮快三眼】中，第三句

①笑天妇E京剧坛之琴师有三杰四义五棒槌二十八宿之称》，《中国京剧》，2007年05期

万方数据



“有朝一日春雷动”节奏要加快，以表现祢衡的傲岸、清高、自

负。而不以【快三眼】的尺寸一拉到底，那样会节奏拖沓，显得

平庸、沉闷、诲暗，这样拉琴才是“杨派”风格。这些经验都是

赵济羹对“杨派”艺术多年潜心研究与伴奏实践中的总结，与

杨宝森所讲甚是相同。不仅说明了他对杨派艺术研究得非常

到家，更体现出他勤于钻研的特点。

高一呜曾回忆到：“赵济羹在场上的演奏就像玩似的，拉
戏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任务。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帅’

字。有一次，他和纪玉良先生合作演出《群英会》，因打文戏的

司鼓师傅有事而临时换了一个打武戏的鼓师。结果那个鼓师

竟然在‘蒋干盗书’这场戏开头把节奏打快了。而赵济羹却丝

毫没有乱了方寸，反而抓住空挡神态自若地拉了一个弓子，

一下子就把整个节奏给搬了回来。”这段轶事即说明赵济羹

技法娴熟，也说明他应变能力很强。

赵济羹拉琴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六场通透”，对南弦、月
琴、单皮鼓、大锣、小锣都能娴熟演奏。“王文”提到他曾一度

在上海戏校教学生司鼓。其鼓套子别具一格，抑扬顿挫，记记

传情，可谓轻车熟路。

(三)“赵派胡琴”的提出与形成

中国京剧史中出类拔萃的琴师并不不多见，能够凭自己

独特风格自成一派的更少，但是赵济羹的琴技却以“赵派胡

琴”为业内人士称道：

“赵派胡琴”的提出最早见于“王文”：“赵先生的琴艺精

湛，素以保腔见长，不论老生花脸，还是青衣老旦，他都能做到

托腔严丝合缝，劲头、气口与演员行腔浑然一体其可谓珠联
璧合，因而在京剧界久负盛名，形成独具风格的赵派胡琴。”

关于“赵派胡琴”的形成，“王文”认为这既得助于赵济羹

长期的舞台实践，更取决于他对艺术的忠实与笃学不倦的精

神：赵济羹经常为了设计一段托腔废寝忘食，连一个小小的

垫字也要反复推敲，并把几种垫法拉出来征询唱者与听众的

意见。直到临终前，他还在病床上不停做着按琴弦的动作：

《京剧史》还提到赵济羹集诸家之长，既受孙佐臣的影

响，又对梅雨田的技法用心钻研，形成独具一格的“赵派胡

琴”。《戏曲志》也讲到赵济羹的演奏主要宗法孙佐臣。“张文”

也论述了孙、梅二派的艺术特点，而对于具体师承情况却未

详尽说明。此外，“胡文”中说赵济羹和金少刚、廖雄关系很

好，经常接触；《戏曲志》提到他常与白登云、杭子和切磋技

艺；网上有关资料还讲述了赵济羹经常与白凤岩切磋。因此，

除了师承的直接影响，赵济羹与其他艺术家的频繁交流是否

影响到“赵派胡琴”的形成仍值得思考。

三、赵济羹京胡艺术传承

关于赵济羹的京胡艺术传承，“王文”提到他善于因材施

教，对学生的教育严格而不保守，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结

合自己的长处。他还常与弟子们切磋琴技，使他们受益匪浅：

高一呜认为赵济羹教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口传心授。他一般

在上课时只给学生做-N两遍示范，要求学生要有较高的悟

性和认真度，在上课时认真地去听，去看，领悟其中的精髓：

“徐文”中讲述了他跟随赵济羹学琴的经历：由于作者快

板拉的很不利索，节奏感不强，赵济羹就经常让他拉诸如《八

板》、《哭皇大》之类的曲牌和《斩马谡》、《定军山》中的快板投

子。有时赵济羹干脆拿起鼓箭子在桌上敲点子，时紧时缓，时

高时低，以此提高作者的节奏感，训练他对鼓点子的反应。此

外，赵济羹还十分注意作者在外拉琴的情况，告诉他拉琴的

对象一定要有助于琴艺的提高。他们还常去京剧院给演员调

嗓子，进而增加实践机会。

《京胡曲谱集成》是赵济羹唯一著作，主要包括读琴谱方

法和一些特殊符号说明，锣鼓代音字说明，过门，曲牌与琴腔

合谱五大内容，真实系统地记录了赵济羹四十多年来对于怎

样拉好京胡的知识和经验：此书主要涉及老生方面，另外还

增加了若干青衣戏中常用的曲牌。作者对每一个板式和曲牌

都附有具体多样的谱例说明，并对每一种胡琴的拉法附加了

详细的注解：在琴腔合谱这部分中还可以看到怎样使用拖

腔、垫子的手法，对提高京胡演奏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赵济羹的的弟子众多，影响广泛。除了“王文”中所提及

上海京剧院的琴师马景良与蒋阿丙，“徐文”作者徐英耀(曾

是大江京剧研究社琴师)外，目前可知的还有：

李寿成：国家一级演奏员，1963年毕业于上海京剧院学

馆后在上海京剧院：r作。曾在《海港》剧组任主要琴师，在京

剧《狸猫换太子》头本与《宝莲灯》中任唱腔设计与京胡演奏。

获中国第五届戏剧节优秀唱腔设计奖，第二届中国京剧艺术

节优秀剧目奖和文华新剧目奖。曾随上海京剧院赴德国、瑞

士、奥地利、日本等国家访问演出。1995年创作的京歌《我们

工人有力量》获上海电视台举办的95上海立邦杯第二届戏

歌大赛“红花奖”榜首：

尤继舜：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琴师、作曲家。1969年在

《智取威虎山》剧组操琴。1990年首次在沪举办京胡演奏与

伴奏专场，《跃龙门》、《灯节》、《无题》、《云雀》等演奏深得观

众好评，并录制出版了个人专集。他参与创作的主要京剧作

品有《长恨歌》、《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曾获得第三届、

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作曲(音乐设计)奖。与北京燕守

平有“南尤北燕”之说。

黄金陆：京剧一级演奏员。曾为尚小云、杨宝森、张君秋、

赵荣琛、管绍华等几十位京剧名家操琴伴奏，为《九件衣》、

《童女斩蛇》、《洪宣娇》、《墨黛》等四十出新编历史剧与现代

戏的音乐唱腔设计。他多年潜心研究改进京胡与京二胡，使

用锦赛革替代原来琴筒上的蛇皮，客服了原来蛇皮发尖、噪、

干的缺点，并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

高一呜：著名京胡演奏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戏

曲音乐协会理事，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

员会委员。先后为黄桂秋、迟世恭、纪玉良、夏慧华等演员伴

奏：1964年起兼作唱腔设记，曾是《智取威虎山》、《龙江颂》、

《磐石湾》等剧的主要作曲者。后由文化部保送至中央音乐学

院作曲系深造。1995年4胃IO日获中国国际名人研究院评

审委员会荣誉状并载人中国当代名人录。作品《曹操与杨修》

获1995年第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音乐奖，《贞观盛事》

和《瘦马御史》获2001年第i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音乐奖

《廉吏于成龙》获2004年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音乐奖。

此外，付宝清(江苏省京剧院琴师)、王克图(现居台湾)

也曾拜赵济羹为师，两人的具体情况尚待查询。
结语

在笔者涉及的这些资料中，除了对高一鸣老师的采访，

其它材料均产生于1999年以前且年代跨越度大。只有“王

文”和“徐文”是以赵济羹为专题来叙述的理论文章，而《中国

京剧史》、《戏曲志》以及相关媒体对于赵济羹先生的介绍也

仅限于两i百字的词条解释而已，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总之，对于中国京剧音乐家的研究还望在日后进一步加强，

因为它关系到中国京剧音乐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牛蕊：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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