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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调弦在琼剧音乐中伴腔演奏的能动性
张文海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570100)

摘要：在我国众多的戏曲剧种中，每个剧种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乐器一主奏乐器。人们一听到主奏乐器的音色就知道是什么剧种了。
如京剧的京胡、粤剧的高胡⋯⋯我国戏曲百花园中的南国明珠——琼

剐．其伴奏音乐中重要的主奏乐器——调弦，就是独具特色的一件本

土乐器，下面就谈谈调弦在伴奏琼剧唱腔中是如何灵活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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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调弦，就是用来稳定乐队调性和带动乐队的胡琴称为调

弦，它的任务是带动整个乐队能动性地进行伴腔。调弦是琼剧的

主要伴奏乐器。它最能体现本剧种的风格和特点，传统上把演奏

调弦和唢呐两种乐器的乐手称为首席乐手。伴奏是调弦和唢呐轮

流伴奏，调弦主要伴奏：中板、叠板、古腔、争辩腔和教子腔等

等，同时还演奏过场音乐。

伴腔就是用乐器去伴奏唱腔。唱腔是“主”，伴奏是
“辅”。以唱为“主”以伴为“辅”的宾主关系，主次分明，决

不能“喧宾夺主”。但乐手也不能是消极、被动地去伴奏，调弦

演奏积极主动地配合唱腔的表达，才能起到“绿叶衬红花”的作

用。因此如何衬托和辅助好戏曲唱腔乃是调弦的最终目的。

调弦的伴奏手法是极为丰富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些

规律的东西来，如伴腔中气口的处理：技巧的运用；力度、速度

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在伴腔中有一定规律的元素，且这些特点

不能滥用，要根据内容的需要来灵活运用。下面我就具体谈谈调

弦的伴腔方法。

一、气口的处理

把唱腔的乐句中的每小节处理得清清楚楚、层次分明，这种

处理称为气口。它常常由换气、休止符和顿音来完成。虽然有些

进行气口处理的音符不标上顿音记号，但由于运气的瞬息，已造

成顿音的效果。气口处理对唱腔起着运气自如，引腔连贯，悠扬

顿挫分明的作用。伴腔时伴奏者要和演唱者共同呼吸，同心气。

下面我们就把气口处理的几种方法和大家谈谈：

(一)伴腔者和演唱者的气口处理要完成一致。碰到这种

情况时要求伴唱“心气一致”，这种气口处理在谱面上有符号标

记。

(二)演唱的顿挫。这种顿挫的效果和换气的效果是一样

的，但它不是换气，而是一种短促的瞬间用气。这种演唱上的顿

挫常用在附点音符节奏型上。演唱上用顿音演唱，伴腔用顿挫演

奏，它占用前半拍的时值，不占用后半拍的时值。

(三)过门和唱腔链接L的气口处理。这种气口处理的主要

任务是把节奏交代清楚，以便带出唱腔。

(四)复杂过门的气口处理方法。这种过门不但补充了前面

的唱腔，而且还常常带出下旬的唱腔，它的气口处理不是在过门

起唱的链接处。碰到这种情况时要特别注意把气口和带后过门的

速度交代清楚，以便带出下旬唱腔。

二、力度、速度的处理

根据唱腔内容的需要作强、弱、快、慢的处理。这种处理我们

称为力度处理和速度处理。它们对唱腔内容的体现和人物性格的规

划有着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种处理，整个唱腔就会特别平淡，

没有起伏，没有活气，达不到音乐形象广度和深度的展现。
(一)力度处理

力度处理就是根据唱腔的内容需要作出强弱变化。但在实际

的伴奏中，也不可能在每一句、每-4,节、每个节拍都标上力度

处理记号。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掌握力度处理的一般普遍规律。力
度处理的～般规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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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演员演唱或道白的时候伴奏要“弱”，过门要比伴腔强。

2．旋律向上运动的时候要“强”，旋律向下运动的时候要

“弱”。

3．切分音和带附点的音要比不带切分和不带附点的音强。

4．拿琼剧唱腔中板来说，它分为(高尖线，外线，正线，内

线，反线)高尖线要比各线强，外线要比正线强，正线要比内线

强，内线要比反线强等等。总之，正线、内线、反线要比外线稍
微弱一点，但正线要奏得明亮、风趣，内线要奏得沉闷、腕转，

反线处理要比各线弱。

速度处理就是变化节奏。这种处理一般在乐谱上有记号标

记，伴腔要严格按照要求去演奏。

1．一般的速度处理，就是根据演员的唱腔速度来伴奏。

2．较复杂的速度处理。这种比较难掌握，它要求我们准确掌

握各种常用速度，变换节奏的时候要圆滑，不要突然。

3．拖腔中的速度处理。这种处理要看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

里。如果在演唱者身上，伴腔就要和演唱者“心口一致”，随着

演唱者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如果掌握在伴奏者身上，那演奏者就
要毫不犹豫地把节奏的变化交代清楚。

三、调弦“低唱高拉”和“高唱低拉”的伴奏

在实际伴腔中，有些唱腔的音符超出了调弦的第二把位，

如果按照原谱演奏，就会影响“调弦”的音色，音响也太尖利。

这时候“调弦”必须翻低八度来演奏。这就叫“高唱低拉”，那

些被“低拉”的音符就适当地加强力度和保持力度的平衡。“低

唱高拉”就是把唱腔中音符低于“调弦”音区的音符翻高八度演

奏，它的力度处理恰恰和“高唱低拉”相反，力度要适当减弱，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演员的情绪。

调弦“低唱高拉”和“高唱低拉”的伴奏方法并不是单纯为

解决音区的超越问题，它已经形成了“调弦”演奏上的一种特有

风格。

四、调弦散板的伴腔

散板在整个唱腔布局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它对人物的性格

塑造起着一定的作用。散板的节奏是自由的，但也是有一定规律

的，它的主动权掌握在演唱者身上。正因为如此，伴腔要跟着唱
腔走，注意看演员的口形，做到与演唱者“心口一致”。散板的

伴腔主要由“弃腔”“重腔”“跟腔”“补腔”四种伴奏手法来

完成。

l_“弃腔”，就是乐队不伴奏，让演员自己清唱。

2．“重腔”就是当演员唱某句唱词时，乐队不跟腔，到唱完

时乐队在重复他之前的唱腔。

3．“跟腔”，如碰到三字句，就是演唱者唱完后伴奏者再跟

上。

4．“补腔”，就是演员唱某句唱词，即散板类的演唱，在演

员唱完后乐队给以补充过门演奏。

总之，在调弦伴奏唱腔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1．不能“喧宾夺主”，要做到“主次分明”。

2．必须深刻了解剧情和全剧的主题思想。

3．要掌握每段唱腔的速度和力度处理。
4．要和演唱者做到“心口一致”。

5．尽可能地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伴奏中去。

以上是本人在琼剧乐队演奏多年的经验心得，感到只有不断

地去学习、去感悟，掌握调弦各种伴奏手法和技巧，了解琼剧唱

腔，并根据唱腔的内容灵活运用伴奏手法，才能真正具有“绿叶

衬红花”的助奏(主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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