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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打击乐的发展与运用

戏曲打击乐以京剧打击乐为代表，而京剧打击

乐俗称京剧锣鼓，是京剧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剧打击乐音Ⅱ向强烈，节奏鲜明，在舞台上，对演

员唱念做打的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京剧打击

乐并不仅仅出现在京剧剧目中，由于京剧打击乐的

发展更加完善，更加合理，所以很多地方戏都借鉴

了京剧打击乐中的锣鼓点以及京剧打击乐在剧目中

的一些运用规则。所以，在很多地方戏中，都可以

从中发现京剧打击乐的身影。安徽黄梅戏就是典型

的例子。

黄梅戏早期只有花腔小戏，而配合花腔小戏

诞生的就是花腔锣鼓，黄梅戏的花腔锣鼓是专属于

黄梅戏的，以小堂鼓领奏的一系列锣鼓点，这套锣

鼓点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唱腔的起始部、连接部和终

止部。花腔锣鼓是专为花腔小戏中的花腔唱腔所设

计的，所以与花腔小调的融合性非常好。但是，随

着黄梅戏的不断发展，黄梅戏的剧目类型不再局限

于短小精干的花腔小戏，而是逐渐扩大规模，拓展

题材，从花腔小戏向整本大戏过渡。随着黄梅戏向

整本大戏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花腔锣鼓的缺陷

也就暴露了出来。花腔小戏只能运用在口昌腔中，但

是，一部大戏中，唱腔不是唯一的，还要有念、做、

打三个部分。所以节奏工整的花腔锣鼓也就无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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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部分中使用了。这个时候，如果完全凭空创

造出全新的独有的能够适用于剧目的一套打击乐锣

鼓，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吸收借鉴，是唯一可

以选择的途径。

在黄梅戏的发展过程中，徽剧和京剧自然成为

了最好的借鉴对象。黄梅戏从剧本开始，大量的借

鉴徽剧与京剧的结构模式。在借鉴过程中，充分保

留自身的特色，使黄梅戏的整本大戏雏形诞生。正

是因为借鉴，所以至今，黄梅戏的打击乐中，大部

分都是京剧的锣鼓，不仅仅是锣鼓点的本身，就连

锣鼓点的名称都沿用京剧打击乐中锣鼓的名称。

京剧打击乐的韵律感很强，除了在舞台上配合

演员，打击乐演奏的本身也非常讲究。打击乐主要

由四人演奏，每人演奏一种乐器，分别是板鼓，大锣，

铙钹，小锣。这四件乐器在演奏锣鼓点的时候主要

要求就是以下四个方面：音色的纯正与变化，四件

乐器合奏的整齐度，节奏力度的变化和总体感觉。

在音色方面，也许有人认为，管弦乐应当讲究

音色，打击乐不必讲究什么音色，其实不然，任何

乐器都存在音色优劣的问题，打击乐也不例外，而

且，打击乐的音色差距非常明显，音色的好坏直接

影响到演奏的实际效果。

大锣、小锣、铙钹属于铜晌乐器。锣的音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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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集中而圆润，不论是高音锣还是低音锣，音都不

能分散。铙钹则要求音色脆而纯净。大锣，小锣要

求准确击中锣门，发力必须自然，适度；铙钹要求

两扇钹对准，用力用巧劲，铙钹有揉，搓，垛，颤

等各种技巧，各种技巧所发出的音色均不相同。

板鼓在我国许多戏曲乐队中都是主件乐器。黄

梅戏的板鼓音调一般都比较偏高。不像昆曲，多使

用低音板鼓。对于板鼓音调问题，一般在武戏中适

合用高调门的，而文戏则适合低调门的，这样显得

更加沉着稳重。各种技法和各种调门所产生的音色

上的变化，在锣鼓的演奏中至关重要，不可轻视。

所以，对音色的重视，必须放在打击乐学习与演奏

的第一位。

四件乐器的合奏才是打击乐的完整形态，所以

既然是合奏，那么就要求乐手配合上的整齐度要高。

一定要在演奏自己的节奏型的基础上，同时保证四

件乐器的整体融合度。给人以四位一体的感觉。

戏曲打击乐没有；隹确的音高，所以属于噪音乐

器。打击乐最重要表现手段的就是节奏。通过节奏

的变化来表现人物情感，填充唱腔念白中间的空白，

进行有效的连接，使整部戏的各个部分更加完整。

例如“；中头”这个锣鼓点的节奏是渐快的，主要用

在人物行走，上下场的时候。人物的上下行走，如

果没有任何声音，便显得空泛，干枯，如果总是用

音乐的话，又会太过于重复。所以这个时候运用锣

鼓，效果就非常好。

打击乐由于没有准确的音高，自然也就无法演

奏旋律，所以，没有了声音高低的变化的可能性，

没有纵向的变化，那打击乐就只有在横向的方面强

化，横向的方面就是力度。打击乐器想要表现出所

谓的情感，就只有在力度的变化上下功夫。例如“快

长锤”，在人物情绪激动的时候，快长锤就可以打

得硬一点，加强力度，体现出任务急迫，怒气冲冲

的一面；而在人物情绪比较温和的时候，则可以弱

奏，不必太强调力度。在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环境

下，力度的变化就很好地从侧面烘托出了当时人物

的内心情绪。

通过力度上强弱的对比，使锣鼓点不再是一种

破坏剧情的噪音，而是一根链条，一根连接剧目的

线，通过这根线，演员更好地把握整出戏的节奏和

尺度。在整出戏中，打击乐需要把握住剧情、人物

及人物内心这三点，只有将这三点做好，才可以在

与演员的配合中使锣鼓的设计与演奏紧#n J哥J情，表

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

舞台上如何使用锣鼓，不仅仅因角色行当有关，

在相同行当里的不同人物身上，打法也是有很大差

异的。什么人物用什么锣鼓，什么场合用什么锣鼓，

这些都需要了解锣鼓的规律才能够运用得当。

在戏曲舞台上，戏曲演员的表演与话剧、电影

演员的表演是完全不同的。其主要特征是，在戏曲

表演中，演员多用夸张的手段来表现人物，而人物

的内心活动，不仅仅通过眼神与面部表情表现，还

要依靠手势甚至更大幅度的身段动作来表现。锣鼓

在节奏上的支撑就成了演员表演的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这里，司鼓和演员一样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

的问题：大量表现人物内心的表演动作，身段，由

于这些形态上的外化和程式化的表演特性，很容易

忽略人物内心的重要性，抽去了原来表现人物内心

的第一含义，变成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单纯表现

手段，仅仅把锣鼓的固定套子合上去，这样是无法

表现人物与人物的内心的。所以，在表现形态的基

础上，需要更多的是感觉，只有自身感觉到，才可

以让形态活起来，这也正好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所提到的形意结合。形为意之表，意为形之内，两

者结合，不可分离。

打击乐主要通过轻、重、缓、急的变化，贯穿

全剧，连接唱念做打的各个部分，把握整出戏的节

奏变化，在高潮部分，从侧面烘托气氛，提升整出

戏的情感。戏曲打击乐在戏曲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

这是西方管弦乐和民族管弦乐中所没有的。所以，

研究戏曲打击乐，可以使戏曲剧目的艺术性，升华

到一个更高的艺术高度。黄梅戏是一个年轻的戏曲

剧种，所以黄梅戏的打击乐发展并不完善，认真细

致地学习研究各个戏曲剧种的打击乐特点，有助于

黄梅戏剧种中戏曲音乐模块的完整化和系统化，只

有这样，黄梅戏这个年轻的剧种才可以真正地成熟

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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