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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曲《霸王卸甲》文献综述
车万里 (青岛大学 266000)

摘要：公元202年，楚项羽与汉刘邦在垓下决一死战，项羽败

北，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千百年来，这段历史成为人们茶
余饭后的叙说话题，被广泛流传，同样也成为文化艺术的经典题材，

文学、诗歌、话剧、京剧、音乐等无不涉猎。琵琶曲《霸王卸甲》是

著名传统琵琶大套武曲。 “此曲是站在同情和赞颂楚军的立场上，着

力表现和渲染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以及楚军

的英烈悲壮”1琵琶独特的演奏技巧和音响将生动的激战场面和细腻

的人物内心世界表现得唯妙唯俏，产生了扣人心弦的音乐力量。全曲

充满悲剧性的感情色彩，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又几近完美，把一位襟怀

坦荡、失败得令人扼腕叹息的英雄描述得生动逼真。此琵琶曲已成为

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经典杰作。

关键词：

本文通过知网和图书馆等资源查找到五十多篇相关琵琶曲

《霸王卸甲》的文章，并对其进行了分析梳理，为的是尽可能呈

现此曲的研究现状和再研究。

一、追溯源头

有关琵琶曲《霸王卸甲》的来源及历史发展的文章有庄永

平2005年发表于乐府新声的《<霸王卸甲>考略》，文章从曲式结

构、旋律发展手法、技法运用方面考究了明清时出现的乐曲《楚

汉》演变成了同一题材的《霸王却甲》与《十面埋伏》。《楚

汉》曲的源头与拨弹时期的《郁轮袍》可能是旧曲翻新或者顶替

了后者的曲名。此文的资料详实，论证严谨，是《霸王卸甲》源
流考究的佳作。

王承植《琵琶曲<霸王卸甲>的流变》载于2004年中国音乐

“有关《霸王卸甲》乐曲的出处，一种认为最早见于清代乾隆

二十八年(1763年)《一素子琵琶手抄本》；另一种认为最早见

于1819年出版的华秋苹《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2作者认

为最早见于《一素子琵琶手抄本》，并对现今流传的几种版本作
者都列举了出处及时间，最后也提到琵琶曲《霸王卸甲》可能是

《郁轮袍》的新名，与上文相呼应。它从唐代一直流传至今，是

琵琶武曲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乐曲之一。

或许由于相关历史资料获取不易的原因，有关《霸王卸甲》

历史考究的文章较之其他方面的研究要少得多。

音乐内容特征、本体、标题的研究此类研究是相关《霸王卸

甲》研究较多的方面，有近二十篇文章。

(一)音乐本体分析

1．音乐结构分析

有关《霸王卸甲》音乐结构、曲式分析的文章有4篇，谢青

的《悲壮挽歌一浅析<霸王卸甲>刘德海演奏谱》，文章指出此曲

以变奏原则为主贯穿全曲的主体部分，局部综合了对比原则。

刘德海演奏谱的结构是典型的中国曲式结构为散一中一快一慢一

散。此文为其结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闵兆霞的《新编琵

琶曲<霸王卸甲>作品分析》(《剧影月报》2009)，文章简练地
阐述了乐曲分引子、起部、呈部、转部、合部、尾声，并对每个

部分的表现手法和内容进行详解。张冬莎《乌江壮烈遗古恨刘

派‘霸王’谱新情——刘德海新编<霸王卸甲>浅析》(《黄河
之声》2010)，本文对刘德海新编《霸王卸甲》从立题、立意、

构思、布局上做了充分阐释，进一步分析了新版的合理性。郭旭

《浅析琵琶曲霸王卸甲》(《济宁学院学报》2013)。综合这4

篇文章，笔者认为此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从结构布局，音调来源，

和声复调等方面更细致深入探讨，这对此曲乃至传统音乐结构研

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2．创作特点

此方面的文章也有3篇，都是和《十面埋伏》进行比较的文

章。梁冰《浅析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的创作特点》

(《歌海》2007)，分为三个部分，从头到尾详解了各种表现手

法和音响所表达的音乐内容、意境。段妍的《浅析琵琶武曲<十

面埋伏>与<霸王卸甲>的艺术特色》(《戏剧之家》2014)，谢
伟2007年载于大舞台的《<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都是这一类

的文章。

(二)内容特征

此类文章查N8篇，张艺昆1995年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的

《雄壮英武悲动天一析琵琶独奏曲<霸王卸甲>》，文章从音乐内

容、演奏技法、意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段描述。其他几篇大多数在

题材、构思、格调、段落重点、表现手法。意境表达、特殊技法

方面对《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进行对比角度来写。如：曹

月2004年发表于艺术百家的《<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K格之比

较》、王思丹的《对琵琶武曲<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的粗略比
较》(《北方音乐》2010年)等。

(三)小标题的研究

模仿各种不同的音响效果。例如各种大自然中的声音，或是各种

打击乐的音响效果⋯⋯更加丰富了古筝的演奏。例如《西域随

想》，通过拍击琴弦、筝首、侧板等，来模仿各种打击乐的效

果，像鼓声、锣声⋯⋯《暝山》中，双手义甲快速擦弦的声音，

来表现幽幽山谷神秘的气息⋯⋯这些都是音响结构丰富和演奏技

法提高的具体表现。

结语

综上所述，古筝艺术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形成的传统，犹

如一条滚滚流动的河流，每一个时代的贡献都注入在这传统的河

流里。正是这几千年来的历史根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筝乐

艺术在世界的器乐之林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作为新一

代弹筝人，继承传统和锐意创新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每一个弹

筝人都应当在这美好的艺术道路上贡献自己毕生的经历。传统作

品的宝贵经验是我们永久的财富，我们要在“传统”和“创新”

之间架起一座充满希望的桥梁，让古筝艺术这朵古老而又新鲜的

花朵在民族文化艺术的大花园里开得更加绚丽夺目!

注释：

1．摘自姚品文作．《古代筝乐的文化属性》．《人民音乐》，2002

(10)．

2．参见王珊作．《现代作品音响形态与弦乐器演奏》．《人民音乐》，

2002(438)．

参考文献：

【1】李宝杰．选自《开辟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新视野》．《人民音

乐》，2004(3)．

【2】王珊．选自《现代作品音响形态与弦乐器演奏》．《人民音乐》，

2002(10)．

【3】姚品文．选自《古代筝乐的文化属性》．《人民音乐》，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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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时1962年载于人民音乐的i关于琵琶曲谱<霸王卸甲>

的分段标曰》，文章首先罗列了不同版本的《霸王卸甲》分段标

目，然后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从主题材料贯穿全曲的原则使乐

曲的分段标目和乐曲结构相符合。李荣声1963年载于人民音乐的

《我对“关于琶琶曲谱(霸王卸甲)分段标目”的看法》表示：

上文提到的陈应时的说法值得商榷。作者认为《霸王卸甲》各段

标题虽不能完全恰如其分的表达本段的乐思，但它们也不是矛盾

的。况且本曲的形式、结构又有其传统琵琶曲的特点。陈应时

1986年发表f中国音乐的《论传统琵琶曲谱的小标题——从<霸
王卸甲>谱谈起》，文章从不同版本和出处的乐曲却有不同数目

的分段这一现象引发思考，通过对乐曲曲式结构、表现材料分析

以后，认为：解释乐曲内容的第一手材料是乐曲的音乐材料本
身，而不是乐曲的标题或小标题。这一见解无疑具有开拓性意

义。

二、演奏技巧风格、谱本研究
(一)演奏技巧风格

此类文章查找到12篇。林石城1982年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

学报的《谈琵琶曲<霸王卸甲>的演奏》，侧重从演奏方面的详

解：1．《霸王卸甲》“A、B、e、a”的定弦方法，把楚王的悲痛

情绪和楚营军心涣散，楚军在匆匆逃跑之际的丢胄卸甲，颠荡形

象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推绞弦时，也因“B”音产生出特有的

音像效果。2．演奏技法，从乐曲的第一段《营鼓》第一句第一音
开始到结尾详细表述了乐曲的演奏方法和所表现的意境，是一篇

有关演奏技巧和教学研究的佳作。这方面还有张迎春的硕士论文

《浦东派琵琶曲<霸王卸甲>演奏中的戏剧情境营造和人性表达》

(《南京艺术学院》2013)。刘佳的《琵琶武曲<十面埋伏>与<
霸王卸甲>的演奏探讨》(《艺术教育》2010)等4篇。

当代琵琶家刘德海在汪派曲谱的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美进

行挖掘，使《霸王卸甲》在立意、构思、布局、表演等方面更加

合理，其绝妙改编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于刘德海新版《霸王

卸甲》的演奏技术方面的研究查N5篇文章。杨晨2011年发表于

艺术研究的《承故求新勇于探索——<霸王卸甲>的演奏分析》对

乐曲中运用的一些新的创新技巧，如：轮指、扫拂、上下滑音、

揉弦、上弦音(“b3”)音的运用等集中进行了分类剖析。詹静

漪的《浅析刘德海改编版琵琶曲<霸王卸甲>》(《音乐天地》

2011)则是站在演奏者的角度，分析各段的演奏特点。宋薇的

《浅谈琵琶古曲新弹——新编<霸王卸甲>》 (《学园(教育科

研)》2012)中提到乐曲“古”与“新”的结合，并结合美学来

分析了新的技法。还有林娜《古曲新奏——论刘德海<霸王卸甲>

的艺术风格》(《福建艺术》2011)。

其他版本的研究还有谢青2011年发表于《乐器》的《风中的

歌一浅析<霸王卸甲>王范地演奏谱的艺术特点》，文章对王范地

演奏谱《霸王卸甲》每章节的段落句子从演奏技巧和音乐处理方

面都做了细致的分析。

《霸王卸甲》是著名的琵琶传统大套武曲，“扫弦”是演奏

此曲的重要技法之一，扫弦这一技法如何运用，是演奏此曲成功

与否的关健因素。这方面的研究有：刘石2003年载于艺术百家的

《琵琶武曲<霸王卸甲>及其扫弦的运用》。

(：)演奏版本研究

1．谱本研究

此类研究有4篇文章，宁燕2012年载于乐器的《霸王卸甲不同

版本的比较研究》对琵琶三个流派：“浦东派”“汪派”“平湖

派”的《霸王卸甲》从结构、旋律、技法方面做了对比研究，以此

作为中国传统器乐版本学的一个研究尝试。胡琦斯的《新编<霸王

卸甲>不同演奏版本的分析》(《黄河之声》2014年)，对比了刘

德海、杨靖两位演奏家关于新编琵琶曲《霸王卸甲》的不同演奏版

本，重点分析了两位演奏家的不同演奏特点。此类文章还有付乐

琳的《新编<霸王卸甲>中的性格演绎与文化解读》(《音乐创作》
2008)对比了新旧两个版本的原创、立意。张延岩、刘华的《琵琶

曲<霸王卸甲>》都是不同版本比较研究的佳作。

2．改编曲研究

宁燕2009年载于齐鲁艺苑的《琵琶曲<霸王卸甲>的交响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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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谈到琵琶与管弦乐队协奏曲的《霸王卸甲》，文章从配器

技法、音乐风格、音乐表现几个方面着重分析独奏曲版本和协奏

曲版本的异同，以探寻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创作之路。韩兰魁

1994年载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的《传统题材现代
思维——试论以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题材的交响乐
创作》，文章通过对以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题材

创作的交响乐作品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作曲家在继承

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世界现代作曲技法方面所做的

有益探索。

三、美学研究

专门从美学角度研究《霸王卸甲》的文章查找N8篇。 较

具代表性的有：2005年池玲珑发表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

报)的《永恒的悲美——琵琶曲<霸王卸甲>音乐赏析》，深入挖

掘我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一种“以悲为美”器乐特征。作者以人

物的内心情感变化和悲剧性为主线，分析了各段落所体现出的

“悲美”表现元素。王瑶2013年发表于乐器的《琵琶武曲<霸王

卸甲>的艺术审美特征探析》从风格、乐曲所运用的写实方法及

对“楚歌”“别姬”段落的表现，剖析讨论了其美学特征。王婧

!In2013年发表于四川戏剧的《谈谈<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的审

美价值》从审美艺术的角度强调乐曲的魅力所在。梅予馨硕士论

文《旧题新意——析琵琶曲<霸王卸甲>刘德海改编版本的意境》

(《星海音乐学院2009))从意境角度入手，结合音乐表演美学理
论，对此曲的一、二度创作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还有闫姝宁2014

年发表于北方音乐的《浅析琵琶曲<霸王卸甲>的悲剧色彩》’杨文
欢《浅析琵琶曲<霸王卸甲>中的悲剧美》(《大众文艺》2010)

从欣赏者的欣赏心理阐释悲壮美。

四、其他

从演奏者的角度来研究的文章，赵玎玎2010年载于现代交际

的《浅析演奏者之角色定位——以琵琶古曲<十面埋伏><霸王卸
甲>为例》指出演奏者的不同角色定位(视角、心态、观念)不

同，产生的音乐效果和风格亦不同。还有杨广金《琵琶演绎的英

雄挽歌——听黄晓霞演奏<霸王卸甲>》(《大舞台2008)))。

总之，在梳理这些资料的同时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霸

王卸甲》的研究面较广，大多集中于音乐的形态，对于《霸王卸

甲》渊源、音调来源，各谱本的比较、民族文化审美心理探讨和

如何使这样的经典走入更多人们的欣赏视野等方面研究还不够深
入甚至还未见。 《霸王卸甲》的研究有着深远意义，望更多有识
之士来开拓新的领域。

注释：

1．李光华《优秀琵琶曲精选与解析》【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

2．袁静芳．民族器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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