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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打击乐的艺术魅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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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剧当中的打击乐，也是我国戏曲特有的一种艺术特征，打击乐是京剧音乐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京剧打击乐，已经有将近200年

的历史。它是我国戏曲伴奏音乐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打击乐，通过其节奏、音量、速度、音色等各方面的变化以及对比，极其明显地将戏剧

"-3中人物的冲突与矛盾表现了出来，在配合演员表演，对戏剧的情节进行渲染，刻画人物的性格，以及渲染整个舞台气氛等方面占据了极其重

要的地位。下文当中。笔者就京剧打击乐的艺术魅力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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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是历史传承的民族
传统艺术。京剧打击乐，已经有将近200年

的历史，它是京剧伴奏音乐非常重要的一种
手段。在京剧演出当中，京剧打击乐虽然是

一种伴奏的地位，但是却能够使广大的观众
在欣赏京剧艺术之美的同时，享受到文化的

熏陶。下文当中，笔者从京剧打击乐器的种
类及功能进行了分析、就京剧打击乐的演奏

形式及结构上分析了打击乐的特点，并从文

场和武场分析打击乐的特点，多方面地就京

剧打击乐的艺术魅力进行了探讨。

京尉打击乐嚣的种类及功能

在我国京剧当中，打击乐器的种类可以

说是非常的繁多。例如：板鼓，它是京剧打
击乐的核心。而以板鼓为核心的还有大锣、

铙钹以及小锣，并由这几种乐器也成为了京
剧打击乐较为重要的几个组成部分。司鼓
者，指的是京剧乐队当中的指挥者，打击乐

司鼓者，是每一出京剧音乐节奏的掌握者，

通常来说就是乐队的指挥。铙钹，这是有着

较强衬托作用的一种乐器，它可以配合着小
锣和大锣，共同完成一出京剧的演出。大锣
和小锣的打击特点主要是，时而活泼、轻

松，时而又变得凝重，能够将各类不同戏剧
人物的性格以及复杂的心理世界恰当地表现

出来。

三、从演奏形式及结构上分析
打击乐的特点

打击乐按其演奏形式，分为“大锣
类”、“小锣类”两种。这两者在结构上大

体相同，主要区别在于乐器本身的色彩和音
量不同。一般来说，文戏或情绪较为轻松、

活泼的喜剧及小生，花旦等，多采用“小锣
类”；武戏或矛盾冲突较为激烈的场面，以

及武生、花脸等，多运用“大锣类”锣鼓。
从京剧打击乐的锣鼓经中，按其结构，大致

上化分“单一体”、“反复体”、“组合

体”三种形式。“单一体”锣鼓的特点是：

结构小，时值相对固定，且不作反复，例

如：垛头归位、帽头等等。“反复体”锣鼓
的时值不固定，其锣鼓中最具代表性的部
分，可根据需要自由反复。“组合体”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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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顾名思义，即是由两种以上的不同锣鼓

点组合在一起的。例如快长锤，是由长锤加

风点头共同组合而成的，扫头是由冲头、纽
丝、收头共同组合而成的。

京剧是高度程式化、虚拟化、写意性、

以表演为中心、以音乐伴奏和舞台美术为重

要辅助手段的综合表演艺术，技术含量非常
高，这无疑就给京剧乐队的伴奏，提出了
“即要出戏，又不掩戏”、“既要托戏，又

不抢戏”、“既要让全体演员感到舒服，又

要让所有乐师觉得畅快”的高标准。特别是

京剧打击乐，要在音乐四大要素缺少固定音

高这一重要元素，因而在只有节奏型、没有

旋律的情况下，通过独奏、合奏等伴奏形
式，努力化“节奏美”为“旋律美”，为演

出增光，为表演生色，准确无误的为塑造人
物性格服务，恰到好处的为烘托特定剧情伴

奏，用乐音化了的锣鼓，打造典型人物的音
乐形象。不但要让观众或听众觉得京剧的打

击乐节奏铿锵有力，还要让他们感到京剧打
击乐有一种抒情的“旋律”在飞扬。

四、从文场和武场分析打击乐
的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文场”能演
戏，缺少“武场”难开锣。锣鼓要打在“点

儿”上，就是要打出文化品位、人物感情、

剧情特点。《野猪林》中“长亭别妻”一

场，在林冲夫妇分别时，用了一个有特强转

特弱的“圆场”锣经。便淋漓尽致地表现

出了林冲与林娘子依依惜别、痛苦分离的
深情。这个“情”，既是剧中人物的“感

情”。又是特定剧目的“剧情”。再如《将

相和>中，廉颇长街“三挡”蔺相如时所

用的一番紧似一番的长锤锣经，表现出廉
颇“横”、“冲”、“硬”的负气，同时

也衬托出蔺相如“慎”、“忍”、“稳”

的谦让，在强烈、鲜明的对比中，打出了

“戏”。当廉颇得知蔺相如是为保赵国之大
局而识将相和之大体的胸怀与气量后，羞愧

难当，无地自容，毅然决然地袒背负荆，主

动到相府请罪，在快水底鱼锣经的伴奏下，

步疾如风，心急如火，表现出廉颇老将真诚
悔过、有错勇改的正直品质，和将相同心、

团结御敌的思想感情。《苏三起解》中，苏
三的后台搭架子，就不能打得太重。《芦花

荡》中，张飞的丝边一锣，就要处理得铿锵

有力，音量要稍大一些。另外，打击乐还可
用作特殊效果，如风声、水声、更鼓声等。

三两声更鼓、一段长锤，就能把时间和空间

的转换，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看出，在戏曲舞台表演中，对一些
程式化的动作，如起霸、趟马、亮相，都要

根据演员的表演和剧情需要，来决定其打击
乐节奏的快慢。同是一个上场，应运用不同

的节奏锣鼓。例如四击头、冲头、乱锤等，

表现出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及情绪。因
此，打击乐的音色变化，是根据剧情和演员

表演的需要加以变化的。悲剧色彩较浓的剧

目多采用大低音锣，甚至大筛锣、大铙钹，

听起来庄严、沉重。带有喜剧色彩的剧目。
多采用高音小锣、小钹等。就音量轻重而

言，同样一个丝边一锣，则根据人物的不同
表演，使用的音量会不同。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京剧艺术，以其博大精深的
文化底蕴，塑造了京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它

也是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精髓。京剧艺术，

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世界文化艺术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虽然，京剧打击乐器属于一种物质表象，但
其中却涵盖了非常的感性因素。京剧打击乐

器，是一种器物，它的演奏者却赋予了它灵
魂和生活力。作为京剧打击乐的演奏者，既

要具备极为高超的演奏技巧，以及丰富的实
践经验、深厚的艺术修养，还必须具备较强

的音乐感知、感悟能力，才能够真正地把握
好乐器的表现力，并促进京剧打击乐这种中

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更加精彩的

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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