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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胡在生行流派唱腔中的伴奏艺术

熊樱侨
（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流派艺术多样化形成是京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各流派争奇斗艳对京剧艺术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京剧生行唱腔曲调丰

富、韵味讲究。各流派唱腔在旋律及演奏技法上也各具特色。本文围绕京胡伴奏，论生行流派“杨、马、言”派唱腔中京胡运用的个性化

风格及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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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艺术成熟的标志是流派艺术多样化的形成，各流派的争相
发展对京剧艺术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从京剧第一代演员余三胜、张
二奎、程长庚（既老生“前三杰”或称“前三鼎甲”）至中华民国
初期出现的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既老生“后三杰, 或称“后
三鼎甲”）到“四大须生”这些生行演员都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
的蓬勃发展，并形成了京剧艺术史上的每一次高潮。

京剧生行唱腔曲调丰富、韵味讲究，各流派唱腔风格特点突出
并且旋律及演奏技法的运用上也各具特色。流派风格的体现需要演
员与琴师的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如伴奏剧目中的旋律及特色音、演
奏技法处理等均需要二者在长期合作中互相影响产生默契，从而逐
步形成固定风格。所以，对于京胡演奏在各流派中的技法运用是京
剧艺术研究的一部分，又是研究京胡流派伴奏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本文对京剧老生行当中“杨派”、“马派”、“言派”三种具有典
型例子的唱段在京胡演奏技法上的运用进行简要分析。

一、滑音技巧运用
京胡在生行唱腔伴奏中所运用的滑音技巧，相对要比旦行唱腔

伴奏中运用的滑音幅度小、速度快，这是由于唱腔节奏、音符时值
而决定的。

老生“马派”唱腔特点：雄健浑厚、飘逸自如，因此京胡在
唱腔伴奏中常用滑音。如【二黄】把位空弦“2”音，一般情况下
会处理成小滑音，即从“2”音滑到“3”音或“4”音，做大二度
或小三度的上滑，接着又在原位换到里弦，再滑到“ ”音。例：
《借东风》【二黄原板】“孙仲谋，无决策，难以抵挡”。

“马派”伴奏在第三、四小节都采用滑音处理，以抒发人物内
在的沉思、忧伤、哀叹等情绪。而在“杨派”唱腔伴奏时，通常第
三小节乐句将处理成 。

提及京胡在“杨派”伴奏中的滑音技巧时，不得不提及落音处
理。无论演奏【西皮慢板】或【西皮原板】过门中最后一音“1”
的落音时，是从食指“1”音滑到“ ”音位置，随后抬起，韵味潇
洒帅气。“杨派”落音不如旦行“梅派”唱腔伴奏中的三度落音妩
媚，不比“程派”小二度落音含蓄，但确彰显了生行唱腔，刚健挺
拔、奔放洒脱的特点。

二、揉弦技巧运用
首先，揉弦技巧因唱腔节奏的影响，在生行伴奏中运用较少；

其次，由于生行人物性格特点的需求，并不适合用过多的揉弦进行
美化音色的处理，揉多必软是其最本质的因素，但京胡在伴奏老生
行当唱腔中并不是禁用揉弦技巧。如“言派”以其独到的风格，
细致精巧、意深幽雅的唱腔特点是需要运用相适应的揉弦技巧来丰
富和烘托唱腔的。例《让徐州》【二黄原板】“言”字“1”音处
理：

  
揉弦在生行不同派别伴奏中，其幅度及速度也有所不同。伴奏

言派唱腔时，揉弦要比“杨”、“马” 的幅度都要大，而且速度偏
慢，甚至运用揉弦的概率也更多。杨派、马派、言派揉弦幅度对照
表：

派别 音符时值 揉弦幅度
 言派                  

杨派、马派                
三、打音技巧运用
打音在老生唱腔伴奏中运用相对比旦行少，在唱腔节奏紧凑时

通常用掸音，甚至是颠音而代替。老生［二黄原板］过门中“6”
音通常为掸音，见谱例：

打音技法分长打音与短打音，在生行伴奏中一般不运用长打
音，而短打音在杨、马、言，三派中，属言派运用相对较多。

四、开花音技巧运用
开花音技巧多用于重拍或强音上，是渲染火爆气氛的一种技术

处理，生、净行当在伴奏中使用此技巧更为频繁。“马派”伴奏中
常用开花音处理，以便烘托唱腔的力度与气势。如《借东风》【二
黄导板】中无名指“5”音：

“言派”伴奏中京胡要根据演唱风格对京胡的音量有所控制，
既要突出阴阳顿挫，又不能过于高亢，因此开花音技巧在“言派”
唱腔的伴奏中很少运用。遇到无名指或该把位中音域较高的音时，
通常以揉弦来代之。例《让徐州》【二黄原板】“重任我就要你承
担”旋律中“5”音的处理：

五、弓法技法运用
京胡在伴奏生行唱腔时右手运弓的整体特点为刚健有力、清晰

明快，善于运用中弓和快弓，其中“杨派”弓法的运用较为突出。
其旋律节奏较快、音符较为密集，旋律中常做精密的加花处理。如
《大保国》【快三眼】第一句落“6”的过门、《文昭关》【快原
板】“鸡鸣犬吠五更天”等旋律。这类弓法技巧的演奏对人物情绪
和舞台气氛地渲染有着突出效果，给人以酣畅之美感。

“杨派”伴奏中除快弓外，也运用富有感情的“一弓多字”的
连弓弓法来烘托人物内心复杂的心境。《文昭关》【二黄慢板】运
用大量连弓处理与人物唱腔十分吻合。“一弓多字”的连弓技法在
其它生行流派伴奏中运用甚少，在“杨派”演奏技法上堪称一绝。

六、垫头的处理运用
京胡伴奏中的“垫头”音乐是区分流派音乐特色的地方，“垫

头”音乐处理虽小，但能演奏出不同风格，听起来能够与唱腔融为
一体又具有流派特点。如老生剧目《搜孤救孤》“眼见的两离分”
一般的伴奏拉法是： “杨派”是将垫

头处理为： 这种“小垫头”将个别几

音符改变后突出唱腔旋律，丰富唱段的风格和色彩,使观众加深腔调
的印象。

综上所述，京胡技法的运用是流派艺术风格的组成部分，它直
接决定了不同流派唱腔风格的走向和确立，同时也标志着流派艺术
风格的形成。京胡琴师的参与及伴奏技法的运用与演唱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两者互相依赖。可以说，京胡伴奏中的技法运用对所伴
奏的流派风格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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