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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琴，弹奏弦鸣乐器，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尤其在京剧
中，成了不可缺少的乐器之一．既(京胡、京二、月琴)三大件
之一，在演奏方法上，吸收了我国其它弹拨乐器的优点，使月琴
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不1H能为戏曲伴奏，而
且能参加乐队的合奏，还能单独演奏，从而使月琴成为一件具有
丰富表现力的独奏乐器，它的应用价值是十分值得称颂的。

一、月琴的起源

月琴的起源在清代中前期甚至更早的时问就被引入秦腔(京
剧西皮调的源头)。乾隆年问成书的《燕兰小谱》记载： “两秦

腔⋯⋯其器⋯⋯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几十年后，作为京剧

重要源头的汉调已由月琴与胡琴、三弦一起伴奏，其伴奏效果如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清道光三十年成持)所描述：“月琴弦
子与胡琴，三件合成绝妙爵”。在吸取徽剧、汉剧、昆曲和梆子

等剧种的基础上，京剧逐渐形成以西皮，二黄为主的声腔哥乐体

系，作为京剧主要伴奏乐器的京胡、月琴与三弦被人们称作是京
剧文场中的“三大件”。后来京剧人师梅兰芳将京■胡引入京剧

伴奏乐队，很多人称京胡、京二胡、月琴和三弦为京剧文场中的
四大件。

长期为京剧伴奏，使月琴具有了独特的演奏方法，其配置的
琴弦和品数与其他用途的月琴也有所不同。京剧月琴已成为独立
的乐器品种。

二、月琴在京剧唱腔中的演奏

月琴在京剧唱腔中的演奏．显示了非常蘑要的作用，它不是

京胡的附庸，它是用独特的音乐与京胡、京_二胡共同创造浑然一
体的美妙爵乐，而且常常是各个剧目里唱腔中的精华所在，随着
京剧的发展，月琴除伴奏唱腔外，为了配合剧情和演员表演的需

要，还要演奏一些气氛旨乐即曲牌音乐，同时要演奏一些特定的
音乐，如山歌、琴歌等。京剧伴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高

唱低接，低唱高拉”。演员演唱的是高音，则京胡伴奏的是低

音：演唱旋律足低音，则京胡伴奏是高音；但也会出现平行的。
这种特殊的伴奏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京胡与月琴的伴奏关系也
同样是这样，经常出现“高拉低弹．低拉高弹”的伴奏手法。在
同一个旋律上，还经常会出现各种伴奏手法。如旋律进行中也许
分开变成八度关系，然后再叫到问音高，也会出现平行的伴奏手

法，或者其它较为曲折变化的关系。总而言之，就是：者之间有
分有合，不论哪种组合手法．最莺要的都足托腔保调，注意京

胡、板鼓的起收、节奏变化。尤其加入京一胡伴奏以后，这种分

分合合的伴奏手法更加突出。高低灵活的伴奏手法，是京剧唱腔

音乐独有的特点，它加强了音域的厚度，使旋律更富有立体感，
丰富了韵味。增加了色彩。

三、京剧月琴的现代发展
在后来京剧现代戏崛起之时，京剧月琴为适应京剧现代戏音

乐编配的需要，由原来的两根弦改成一i根弦，增加了半音品，品
数llJ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十几个，音域加宽。在演奏技巧方面，京
剧月琴吸收借鉴了其他弹拨乐器的部分表现手法，演奏技法更加
丰富。半音品及三根弦的使用，只是在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的部

分唱腔和音乐中。而在大部分的唱腔伴奏中，依然沿用传统的演
奏方法，基奉使用一根弦弹奏。

月琴不但和京胡、京二胡在唱腔上同步进行，为了剧情。为
烘托气氛还于}i起了剧中音乐的一些能突出月琴演奏特点的旨乐，
如： 《磐石湾》的_t题音乐、 《沙家浜》第八场奔袭、 《杜鹃

山》第四场青竹吐翠等，在听觉上给人一种轻快明亮的感受。与
其他戏曲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戏曲音乐环境淋漓尽致地烘
托出来。

京剧发展至今，京剧的伴奏以及配乐是发挥了莺要作用的，
伴奏乐队称为“场面”，分为“文场”“武场”两部分．无论古
装戏还足现代戏，京剧的伴奏乐器“三大件”都是其他乐器代
替不了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三大件”代表了一个剧种“京

剧”。随着时间的推移，仅靠“三大件”是不能完全反应出时代
气息的，相继增加了三弦。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有为了

剧情。为烘托气氛又增加了西洋管弦乐。不可否认的是，西洋乐

器的加入，在给京剧爵乐增添许多色彩的同时，也确实给观众在

听觉上带来了美的享受。

京戏应是“精戏”。京剧要吸引观众，必须克服浮躁作风．对

新作品j1J新研磨．精雕细刻，在音乐和唱腔设计上既要证足传统，

又耍敢于刨新．既要做到成熟丁心而露j：形，又要适应时代要求张

扬个性。例如：河北省唐山巾．京剧l羽近期在《第六届京剧艺术竹》
参演的新编历史剧《唐廷枢》剧目的音乐创作中，摆脱了传统的互
大件的演奏程式化，启用了琵琶、二胡、中阮、大阮、双排键等乐

器，尤其双排键的演奏，代替了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月琴也摆脱

了传统的演奏斤法，在音乐演奏中，使用了民乐月琴的演奏技巧，

与其它弹拨乐的演奏形成了一体，摆脱了传统戏鬯月琴的高音低
奏，低音高奏的弹法，使人在听觉上感觉非常的舒服。

月琴的应用范围很广，用r表达的东【fIi很丰富，在这里不再
～一例举．也不能够全面的细说，它的{三要功能就是以上所述。随

着京剧的发展。更多的兀素被吸取到京剧中，京剧这门综合艺术形

式也在不断}÷富，京剧乐队在不断的壮人，除了新乐器的引入．原
有乐器的更多种表现形式也将被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月琴作为已
经融入京剧的蓖要乐器之一。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发展空间．无论是
传统戏还是现代戏，月琴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义。 “筹”这类乐器假若孤立地看似乎是竹笛的一种变体，若
任其衰落那将会造成巨大的艺术损失。如何传承保护就是在现有
的资料和研究中，从实际f乜发，对与之相关的的历史线索和蕴涵
的文化价值进行深入的探求，这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卜．来清理
我们思路。

为此，我们将提出以下几个问题，逐步进行研究、探讨。
(一)筹乐器的渊源； (二)筹乐器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三)筹乐器演奏的音乐： (四)筹乐器功能的开发与利用。并
且采取具体措施，着手抢救、挖掘、档理现自．资料，保护传承人

和传承形式，以待深入研究。从筹的渊源j：看，它曾是巾华文明
史上千系着中国吹管乐器的源头人道。它的这种历史辉煌已衰微
成历史余响。因此，对筹的抢救、保护和扶持，不是让其萄延残

喘，而是望其强身健骨．是为发展『fii生存，是以发展求，卜存。也
就足说，我们娶把筹艺术作为比族文化遗产的守肇及其在我们现
代化进稃中的创造性的转换统⋯起来．这应该足我们确定筹艺术
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乍态保护的LI标。筹艺术足。种m物质文化遗
产，应当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泛关注．日本政府在保护非物质

(无形)文化遗产方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模式，在这方面
给国际社会作出了良好的榜样。无形文化遗产具有维系民族存在
的作用，在某种意义E也足民族发展的一种动力，这就需要民间

文学艺术传承人不断地坚守和持续地·簪持。比如日本对具有高超
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遗产的看竹=国宝。国家每年提供育资
助，在培养传承人才方【lIi陶家也有相关的资金。日本这屿做法值
得我们深思借鉴。所棼的足。我陶在文化部的大力支持卜．，有关
的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u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的活动已肩动．力
争在5年内初见成效。我们在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时，更应该
保护好历史上传承已久的丰厚文化遗产．并且在新的时期进行发
扬光火，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创新．走出国f J走向世界．
绽放出新的文化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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