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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论坛

司鼓又称之为鼓师或打鼓佬。人常说“一台锣鼓半台戏”，

作为指挥演奏整体，特别是打击乐演奏的“总指挥”——司鼓的

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作为戏曲乐队的指挥者，组织者和演奏

者，鼓师还有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在戏曲综合艺术中所起着有机

的“纽带”和“先行”作用，不但控制着全场戏的节奏、情感和

空间，而且起着综合艺术的枢纽作用。司鼓者在戏曲乐队中的地位

类似于现代乐队中的总指挥，其技艺之好坏直接影响着戏曲演出

的成败。随着现代戏曲艺术的不发展，戏曲音乐不断推成出新，

作为戏曲乐队之总指挥，也必须在司鼓实践中不断总结与创新。

但如何才能充分地发挥司鼓在京剧表演艺术中的重要作用，成为

一名优秀的京剧司鼓专业演奏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第一，司鼓在全剧的指挥作用，首先要求他必须具备较高的艺

术修养和文化修养。一个剧目能不能高水平地呈现，除了演员准确

的理解人物表演外，是由司鼓者整体把握的，因此，司鼓者的艺术

水准决定一出戏演出的精彩和成功与否。而全剧的把握首先是对全

剧的节奏把握和处理，节奏又分为外部节奏和内部节奏。外部节奏

是指用听觉能感受到的唱腔、念白和音乐快慢，内部节奏则是全剧

的主题、风格地把握，以及每场戏、每个段落的有机关联和互相照应。

一出戏可能顺畅，也可能拖沓，关键就是司鼓的艺术能力和对剧本、

人物、情节的理解。我们通常说的节奏是指快慢，而整出戏的节奏

则是指剧情的发展是不是符合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迹变化，最终

使全剧的呈现契合剧本的主题精神，因此，全剧的节奏是张弛有序，

舒缓随机，如果简单地理解一个戏的节奏快慢，就会失之毫厘，谬

只千里。外部节奏较容易把握，内部节奏则难度很大。

第二，要想成为一名出色、优秀的京剧司鼓演奏员，首当其冲

的是先要掌握良好的“手法”。同时，司鼓必须苦练基本功，掌握

高超的鼓板技艺。戏曲司鼓的指挥不同于西洋乐队的指挥，戏曲司

鼓的指挥多是通过演奏乐器（发点子）来进行的，因此戏曲司鼓还

存在自身演奏基本功的问题。在演奏实践中司鼓者手腕的力度、手

势、节奏感，各种锣经的起签和转签、“虚抄实击”等都要能表现

出人物情感激荡的幅度和内心活动的变化程度，决不能随意而为。

必须要有正规的、通俗易懂的演奏手法和演奏技巧。只有领奏正确，

才能为锣鼓的顺利展开建立良好的基础，使所有的打击乐器得到有

效的控制，把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戏剧情节和进展速度，

通过司鼓的准确指挥和演奏来完成，从而为表演者的唱、念、做、

打服务，使演出有组织、有计划地展现给观众，使之成为完美的综

合性艺术。

第三，司鼓应该起到统揽全局的作用，既要了解乐队中所有成

员的个性及演奏技能。又要了解演员的演唱习惯。现代专业剧团乐

队阵容较大，人员较多，他们都听从于司鼓的指挥，只有司鼓指挥

得当，全体成员的技艺才能正确地、充分地得到发挥，达到最佳的

效果。一般而言，基层剧团乐队人员艺术修养高低不一，更需要司

鼓指挥时扬长避短，促成整个乐队发挥出最佳效果。要全面了解全

体成员的情况，司鼓就必须深入乐队，和演奏人员多接触、多配合，

多交流。同时也要让乐队人员熟悉司鼓者的指挥习惯，如手势、警

示脸色和眼神等。在和乐队成员默契配合同时还要准确地指挥乐队

配合演员的动态和唱腔。戏曲演员虽然是按照导演的意图进行表演，

也是根据作曲所谱的曲子进行演唱，但她们在台步和身段的表现中

往往养成了自身特有的习惯，用腔吐字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

司鼓要指挥乐队正确无误地烘托演员的演唱，平时必须用心熟悉演

员的演唱习惯及其音量、音色等，做到一切了然于胸，演奏时运筹

帏幄。

  第四，司鼓必须熟悉剧情，理解曲目的内涵和意境，领悟作

曲所表现的情感，正确表现作曲的原创意境。戏剧演奏也是对作曲

所写曲子的再创作过程，在这一再创作过程中，司鼓是第一责任人，

因此，戏曲司鼓在实际演奏中必须多动脑筋，多出点子，充分结合

剧情需要，必要时虚心与演奏人员共同讨论，与作曲反复商榷，而

不是呆板地、机械地发挥鼓板打击技艺，做到熟悉剧本，吃透剧情

和剧中人物的个性和转折，真正领悟编剧、导演和作曲的意图。讲

究一个“情”字，就是要求司鼓演奏者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体验，

要熟悉剧本情节，抓住人物的感情，加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从而自

如地完成演奏。这就要求司鼓演奏者要熟悉剧情、熟记唱词、熟练

适度地演奏，从而达到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更好地为剧情服务。

追求一个“准”字，就是要求司鼓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不仅要敲

得好，更重要的是要敲得准，并在服务演员上用得准，在锣鼓点使

用上选得准，指挥乐队演奏上带得准。达到一个“美”字，就是要

通过以上的努力，圆满地完成每出戏的司鼓演奏任务，并力求取得

最佳的艺术效果，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第五，提高自身综合修养，敢于借鉴，由内而外实现创新。戏

曲司鼓需要多方面的修养，要真正能够在司鼓实践中有所创新，就

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修养。司鼓应具备的修养是多方面的，既

包括音乐修养、文学修养，也包括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鉴赏能力、

对作品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等，其中理解能力与表现能力尤其重

要，因为这关系到司鼓能否根据剧情和人物需要，设计创作并演奏

出协调音乐、唱腔、舞蹈等相融合的打击乐，关系到司鼓能否设计

创作并演奏出深刻揭示人物思想情感内涵的巨大变化并错落有致的

节奏，关系到司鼓能否利用不同音色、音质的打击乐来调节色彩、

丰富音乐，关系到司鼓能否利用各种类型的打击乐来渲染、烘托剧

中不同气氛、情绪等等。因此，通过提高司鼓自身综合修养，苦练

内功，在打击乐的创作中去实现创新是首要方面。我国民族音乐的

宝库中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发掘的打击乐精华，特别是我国戏曲种类

繁多，如何从众多戏曲门类中发掘发现好的创作形式和表现手法，

就需要演奏员努力探索，积累经验，在创作中多向其他戏曲形式的

音乐学习。此外，西洋音乐的指挥艺术内涵丰富，许多指挥形式值

得戏曲司鼓借鉴，也是实现司鼓创新的重要源泉。 
总之，司鼓实践对于戏曲艺术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作为司鼓者

要坚持不懈地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大胆实践，真正达到“打戏

打人”的最高境界，打出剧情，打出人物。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专业司鼓演奏者，只有去学习研究，通过

多年的舞台实践，才能使司鼓技艺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得以全面提

高。“业精于勤”、“宝剑锋丛磨砺出”，只有勤学苦练、爱岗敬

业，才能成为一名优秀、出色的司鼓演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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