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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胡演奏指法的运用与研究 
熊樱侨 

摘要：京胡演奏与京剧唱腔高度融合，在京剧唱腔音乐中 

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拟将京胡演奏指法按其功能分为四个类 

型，并按各指法的基本动作及运用规律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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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胡是京剧音乐中重要演奏乐器之一，它演奏技巧丰富 

而复杂。演奏者能否正确、恰当地运用演奏指法会直接影响 

舞台演出效果及演员的演唱风格。下面就京胡演奏指法效果 

阐述几种演奏指法。 

一

、 抒情美化类 

(一)揉弦 

揉弦是所有弓弦乐器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技巧之一，主要 

动作是按弦的手指在琴弦上连续、有节奏、有规律小幅度滚 

动，以此增添音乐的抒情性，从而使音乐变得更加细致丰 

富，充满意境和感染力。京胡常用揉弦方法有两种： 

1．滚揉 

作为京胡特有 的演奏方法，滚揉增添 了京胡音色的变 

化，关键动作是由臂、腕、掌、指相互结合的贯力，通过手 

臂与手腕的传导，最终以手掌带动手指在琴弦上进行一定幅 

度的滚动，从而产生高于和低于本位音的音波。滚揉标记符 

号： “亟 ”。 

2．压揉 

压揉关键动作主要是通过左手掌的向心力带动手指，手 

指触弦点位置不变，只是压弦力度的大小交替，形成手指在 

琴弦上一松一紧而产生本位音上的张弛变化，发出压揉的音 

响效果。压揉标记符号： “土 ”。 

(二)揉弦的运用规律 

1．揉弦技巧在小嗓唱腔伴奏中的运用较多。 (如青衣唱 

腔 比老生、花脸中的运用较多)。其次，节奏慢的板式比节 

奏快的板式运用多 (如[慢板]中的运用会 比[流水]板多)。 

再次，速度慢、音符时值长的音要比速度快、音符时值短的 

音符运用多 (如四分音符比八分音符运用多)。 

2．通常情况压揉与滚揉结合使用，演奏方法是将上述两 

种揉弦同时混合在一起运用，称为压滚结合。 

3．揉弦技巧在拉弓或推弓上都可运用。 

4．揉弦 中的压揉多用于西皮把位无名指 “i” “±”两 

音。进行压揉时食指、中指都需保留在琴弦上，辅助无名指 

共同按压琴弦，为压揉增加力度。 

二、增添音乐风格及韵昧类 

(一 )滑音 

京胡演奏中，滑音指法是最能体现唱腔风格、增强音乐 

韵味的关键技巧。滑音种类甚多，可分为上滑音、下滑音、 

上回滑音、下回滑音、倚音滑音、大滑音等。 

1．上滑音 

上滑音标记符号为 “，”，从音程上讲是由低音滑 向高 

音，手指触弦走向是由上方向下方滑动，即上滑音。上滑音 

演奏方法是由装饰音位置滑向旋律音，如西皮把位 “5”音应从 

“4”或 “84”滑到 “5”的音高位置。演奏效果为 “ §”。 

主旋律音时值要长于装饰音，手指应先虚后实。滑动幅度一 

般是在大二或小三度之间，滑行速度视节奏、行当不 同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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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老生 『西皮原板1过门 

2．下滑音 

下滑音标记符号为 “＼”，它是由高音向低音滑，按弦 

手指应由下滑至上方 (即千斤方向)。它的滑动幅度大约在 

二到三度之间。具体演奏方法以[西皮]把位 “3”音为例，应 

由 “5”音位置下滑到旋律音 “3”， “5”音时值要明显短于 

“3”音，实际演奏效果为 “ ”。京胡演奏中此技巧的运 

用有两种：一是在旋律进行中运用的音，以 《霸王别姬》[南 

梆子]过门为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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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霸王别姬》【南梆子】过门 

另一种是在乐句、曲牌或唱段结束时运用的音，常被称 

为 “落音”。它可使乐曲具有终止感，运用时不受板式的局 

限，实际演奏方法以[二黄]把位无名指 “1”音为例，奏出本 

旋律音 “1”之后，虎口不动、手指全部向 “ ”位置滑去。 

实际演奏效果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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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二黄小开门】结束 句 

3．上 回滑音 

上回滑音标记符号为 “、 ”，它是由旋律音向上方二 

到三度音之间滑去，最终再滑回旋律音结束。基本要领：左 

手按弦先虚后实，当右手奏出音头后左手开始滑动，运 弓大 

约进行到三 分之二时 ，左 手再 向本位音 方 向滑回 ，整 个过程 

需在一弓之内完成。如 《望江亭》[南梆子]中的第一个音符 

“3”，就运用此技巧处理。演奏时要先奏出 “3”音，随后 

食指快速向下方 “5”音滑去，最终返回到 “3”音结束。实 

际演奏效果相当于 “ 3”。 

4．下 回滑音 

下回滑标记符号为 “一、 ”，它是由旋律音 向下方三度 

音或二度音滑去，随后再还原到本位，左手手指与上回滑音 

滑动方向相反，过程需在一弓之内完成。如[西皮]把位一指 

“5”和 “l”音，[二黄]把位一指 “3”和 “9”音，常用下 

滑音演奏。实际演奏效果相当与 “盟曼” “些 ”。 

5．倚音滑音 

倚音滑音标记符号为 “ ，”，在上述各种滑音技巧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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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倚音即是倚音滑音。演奏方法：先奏出倚音再进行滑音， 

两者在一弓之内完成，声音要连续没有中断感。如[贵妃醉 

酒]中[四平调]过门帽头 “}8”即是运用此技巧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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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四平调】过门 

6．大滑音 

大滑音标记符号为 “7”，京胡演奏技巧中，三度以上的 

大幅度滑音运用较少。它可起到模拟人声、烘托唱腔气氛的 

效果。滑音的幅动偏大，方向可上可下，在滑音过程中演奏 

者不需换指，可用一指无间断地进行，且在一弓之内完成。 

通常情况运用在拉弓上，如 [文昭关]二黄慢板 “思来想去” 

的 “想” “5”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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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文昭关》【二黄慢板] 

(二)滑音的运用规律 

1．当滑音在起始句时，通常是由高音向低音滑去，如[南 

梆子]过门中 “3”就是由装饰音滑向 “3”旋律音，运弓都在 

拉 弓上。 

2．当滑音 出现在结束句时，演奏时则是由主要旋律音滑 

向装饰音，下滑音形成的落音一定要在推弓上进行。 

3．旋律音时值定要大于装饰音。 

4．滑音技巧的运用需适度，否则会使音乐有妩媚之感。 

三、填补缝隙、丰满旋律类 

(一)打音 

1．打音 

打音是京胡演奏中常用而且具有很强填补空隙作用的演 

奏技巧之一，运用十分广泛。打音是用旋律音的上方大二度 

音击打，从而使两音快速、轮流交替奏出，最后回到旋律音 

上结束。打音分短打音、长打音： 

(1)短打音 

演奏方法：手指按上旋律音之后，找到它上方大二度 

音，并以快速的动作连续触打几下琴弦，使旋律音与其上方 

大二度音出现交替声响。随后抬起回到旋律音上结束。以二 

黄 “9”为例，一指应按在9音上，用中指按在 “了”音位置 

并快速触打琴弦，实际演奏效果成为 “一6767e76”。标记符号 

为 “ ”。 

(2)长打音 

长打音也称 “连打音”，它的演奏方法与短打音基本相 

同，只是手指敲打琴弦的时间有所延长。打音长度需演奏者 

根据唱腔速度、音符时值酌情而定。在速度偏快的板式中不 

采用长打音，而在中慢速的独奏曲中运用较多。长打音的标 

记符号为 “加 ～ ”。 

2．打音的运用规律 

(1)打音指序：当奏空弦时，用食指打弦；奏食指音时 

用中指打弦；奏中指音时用无名指打弦：无名指按弦时用小 

指击打琴弦。[西皮]把位中， “l” “5”运用较少； “2” 

“3” “6”音上运用此技巧相对最多； “4” “了” “争”只是 

偶尔使用 。 

(2)弓法。拉弓上运用打音多于推弓。在节拍上，无论 

是短打音或是长打音，多用在后半拍音符上。 

静{ 打 静I I 皇I 

o旦 lL 量 505i0i l_284-6, 星 I章 
谱例：旦角f二黄原板】过门 

(3)音程关系：两种打音除个别流派的特殊处理和运用 

外，通常情况下都是打在旋律音的上方大二度。 

(4)逢叠必打：在同一节拍中相继出现两次同一音时， 

则后者需做打音处理，分割同音。如[二黄把位]8 。 

(5)同指分割：在同一节拍的两音中，需用同一指演奏 

不同弦的两音时，通常对后一音需做打音处理，如【二黄把 

位]3 8。 

(6)较长时值音的填补作用。如， 《状元媒》中[二黄 

原板]“深宫苑似水的 ‘水’”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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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状元媒》【二黄原板】 

(二)掸音 

掸音，又叫粘音，演奏方法是找到旋律音的上方大二度 

音，以快速的动作触打一下琴弦，随后快速抬起。 “掸”可 

用在旋律主音前方、后方或相同的旋律音中间，最终都奏出 

旋律音。装饰音仅为旋律音四分之一的时值，不宜过长。掸 

音标记符号是 “T”。掸音的运用规律： 

1．掸音在[二黄]把位中，除无名指 “1” “5”两音外， 

其余音都可以运用。在[西皮]把位中一指 “1” “5”两音运 

用较少，中指 “2” “6”两音运用掸音较多，无名指则基本 

不使用 。 

2．掸音在音头，拉弓上运用较多，可以增加音的清晰度 

和力度 

3．由于掸音动作十分敏捷，手指离开琴弦的速度也相对 

较快，所以多装饰时值略短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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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老生【二黄慢板】过门 

(三 )垫音 

以本音下方大二度音来装饰本音的小音符叫做垫音。如[二 

黄]把位中的 “ e”“t 5”[西皮]把位中的 “乇1”“ 2” 

等。垫音是可 以丰富乐曲醇厚色彩、增强音乐表现力的技 

巧。它标记方式是在旋律音上方标记出小音符。演奏方法是 

在按本音之前先奏出它下方相邻音符，或相隔音符， (相隔 

音不超过三度音)。 

垫音的运用也有很强的即兴性，演奏者应根据对京胡风 

格的正确理解加以发挥和运用。 

(四)颠音 

颠音 的动作是先将手指按在琴弦，随后快速颠起再落 

下。它是京胡技法中可以使本音更加清晰活泼、扎实稳健的 
一 种装饰性技巧。它运动速度快、时值短，在演奏中要求演 

奏者手指动作极其敏捷利落、轻快巧妙。演奏方法是在按本 

(下转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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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知识结构的调整 

声乐教学是教师将 自己长期以来演唱的直接经验和间接 

经验传授给学生，学生将这些经验运用到 自己的演唱实践， 

经过长期反复的练习，最后用声音把 自己对这些经验的理解 

呈现出来，再由声乐教师去检验、去评判。声乐学习的这一 

过程就决定了声乐教师自身的传统音乐文化素养，直接影响 

着学生传统音乐文化素养的形成。我国早期的师范音乐教育 

沿袭的是专业音乐学院的教学体系与课程设置方案，因此， 

我国现有的绝大部分师资是在这种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基 

础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其知识结构、音乐技能和思维 

方式几乎完全打上了西方音乐文化的烙印，缺少我国民族传 

统的音乐文化底蕴，通常只重视钢琴、视唱练耳、和声、作 

曲等方面知识的学习，缺少对戏 曲、说唱等 “原生形态”的 

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感性认识和把握。在现代教学中，教育 

的行为主体是学生，教师是教学的 “引领者”，因此，要加 

强传统音乐文化在高师声乐教学中的运用，声乐教师首先必 

须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传统音乐文化运用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不断更新调整 自己的理念，深化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提高丰富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素养，这是保证传统音乐文化 

在高师声乐教学中运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此外，我校除了 

对本校声乐教师进行多种渠道的培训和多层次的培养外，还 

外聘 了一些社会力量和民间音乐家，以 “兼聘”社会师资力 

量的方式，来壮大高师声乐教学的师资队伍。通过将民族民 

间艺术家请进 “课堂”这一举措，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 

到传统音乐的活动实践中，加深其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解， 

从而使学生更加热爱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增强学生学习传 

统音乐文化的自主性与自觉性。 

早在我国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上，音乐教育界就 

曾达成 “重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共识，为我国的音 

乐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十几年来，在这些音乐教育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下，传统音乐文化在国民音乐教育中的传承与发 

展，已取得可喜成绩，但在某些具体教学环节中还存在一些 

不足，仍制约了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脚步。以上是笔 

者基于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这一教学平台所做的实验性研 

究，希望能抛砖引玉，为加强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弘 

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尽 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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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手指与琴弦短暂接触并发出声响的瞬间，手指迅速离弦 

又复落回到本音。实际演奏效果：“堑拿 ” -，，。颠音 

的运用规律： 

1．颠音指序：当食指颠音时，食指按弦后迅速抬起并露 

出空弦音，再急速回到本音上；当中指颠音时，中指按弦后 

迅速抬起，食指保留在琴弦，随后将中指急速回到本音上； 

当无名指颠音时，无名指按弦后迅速抬起，中指保留在琴 

弦，无名指急速回到本音上。 

2．弓法：无规定韵可运用。 

3．节拍：重拍音符运用明显多于轻拍。 

4．音程关系：颠音通常在旋律音下方大二度进行。 

四、烘托舞台表演气氛类 

(一 )开花音 

京胡演奏中有着一种特有的演奏技巧即开花音指法，它 

能够很好地烘托唱腔气氛感染观众。在实际演奏中运用开花 

音时需演奏者左右手娴熟配合，左手一、二指须用保留指， 

右手运弓要有音头与爆发力。开花音的奏出是分别由右手音 

头、左手 由虚变实、双手强实三个部分所组成。因此对初学 

者来说不易掌握。开花音的标记符号是 “a”。 

(二 )开花音 的运用规律 

1．开花音指法具有很强的爆发力。通常用在无名指上装 

饰强音，如[西皮]把位 “j”音、[二黄]把位 “5”音、[反二 

黄]把位 “j”音。 

2．开花音多用于拉弓，推 弓也用，但极少 。 《龙风呈 

祥》孙尚香唱[西皮慢板]过门中 “j”音即推弓演奏： 

． O 

0 o 生 I堪 曼： 垒l 缸 

谱例： 《龙风呈祥》 (西皮慢板 )过门 

3．开花音在花脸唱腔中运用较多。京剧中花脸行当的演 

唱风格较为粗犷豪放，京胡在伴奏花脸唱腔时通常运用开花 

音技巧来配合唱腔及人物性格，并在舞台实践中取得了很好 

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京胡演奏员通过运用多样的指法演奏技巧使 

京胡演奏艺术既韵味丰富，又风格独特。因此，作为演奏者 

要想恰当、完美地表达剧 目与音乐的思想感情，往往将多种 

演奏指法相互配合使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展现演奏者水平 

技艺的高低而一味堆积，则是为了更有效地突出音乐风格， 

完美呈现音乐意境。在整个京胡指法体系中，所有指法表现 

形式既互相独立，又相互融合，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完美地诠 

释剧目及音乐的思想感情，为京剧表演艺术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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