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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戏曲离不开锣鼓，没有锣鼓伴奏不能称之

为戏，离开锣鼓戏曲将不复存在。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博大精深，浩

如烟海．犹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质宝藏。据

有关史料记载，中国的戏曲剧种有360个之多。在

某些古老剧种形式之初，除演员的表演外，音乐方

面，开始只有锣鼓伴奏帮衬，后来历经多年的发展

完善，才吸收加进了一些丝竹管弦乐器，在绝大部

分的戏曲剧种中，锣鼓至今仍在演出中起主导作

用，没能脱离开打击乐的伴奏，锣鼓与其共存共

荣，尤其在我国一些较大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戏曲

剧种更是如此。缘昆陆、秦腔、汉剧、京剧、川

剧、评剧⋯⋯实际上，在中国戏艺术这个母体孕育

之初．锣鼓即随之诞生，并逐步加以完善，与之形

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京剧艺术被誉为国粹。京剧锣鼓在我国诸戏曲

剧种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自成体系，独树一

帜，融百家之长于一炉，以其鲜明的节奏音响、规

范的伴奏程式、独特的戏啦音乐语汇“锣鼓经”的

表现形式，制约协调着整个演出的节律，统一舞台

的风格。打击乐伴奏融合在每个局部和环节里，无

论是多么细腻的表演，多么微妙之处，几乎都离不

开它的开导、调节、配台与烘托。它如同血液一

样，渗透在人的肌肤与五脏六腑各个部位。锣鼓作

为一条纽带，把演员的唱念做打、栩栩如生的表演

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似一串

璀璨的明珠，以其鲜活靓丽的艺术形式，呈现在观

众面前，使观众在视听方面，得到了高雅的艺术享

受和薰陶，于寓教于乐之中，陶冶r人们的情操，

净化了人们的灵魂。

然而，却有人低估了武场在戏曲中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点缀或陪衬，无足轻

重。更有甚者，认为锣鼓的演奏纯属噪音．应该取

消京剧中的打击乐，用管弦乐器来代替，搞所谓的

“改革”，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如此幼稚荒谬的论

调，我们只能嗤之以鼻。没有锣鼓伴奏的剧目，那

等于话剧加唱；没有规范的锣鼓伴奏程式贯串全

剧，只用管弦乐器来伴奏的歌唱舞蹈，那只能称作

歌舞剧或交响乐。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武场是京

剧艺术的精华，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

可替代的。削弱锣鼓，京剧会暗然失色，取消锣

鼓，京剧即走向消亡。

京剧打击乐的演奏，不光是只有强音和力度，

而且它还有悦音和弱音。它演奏起来轻重缓急弛张

有序，抑扬顿挫刚柔相济，节奏变化层次分明。京

剧武场有着各种样式的响器，进行着科学的组合配

伍，名目繁多的锣鼓点子，变化复杂的节奏，规范

严谨的伴奏程式，分门别类套路清晰．表现力卜分

丰富，用途极为广泛，成功地塑造出许许多多、形

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打击乐能准确表现

人物的喜、怒、哀、伤、惊、疑、思、羞、痛⋯⋯

各种情感上的变化，七情六欲，唱做念打，无所不

能。京剧武场，决不能等同于街头上秧歌队的锣鼓

镣，更不能模糊地认为，武场只是一种力度的象

征，只要身体好，有把力气头的人就能干得了的工

作。武场艺术，是一门品位高深，非常精细严格的

伴奏艺术。拿一名普通的锣钹演奏员来说．不坐上

几年大科，没有个十年八年的专业功夫，是很难胜

任工作的。俗话说： “十年能培养出一个像样的演

员，但不一定能培养出一位鼓师。”一语道出了武

场的深度与难度。据知，京剧剧目有五千出以上，

就目前经常L演的传统剧目，也有三四百出左右，

再加上一些新编历史剧、连台本戏、现代戏，那更

是数不胜数。京剧文武戏齐头并重，生、旦、净、

丑行当齐全，表演十分丰富，名家流派色彩纷呈，

各具风韵。即便是同一出戏、同一段唱，因师承门

派的不同，打法、拉法也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往

往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锣鼓演奏不是凝固僵化

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更不是歌舞演奏员在那里

搞独奏。他要伴奏人物打戏，所奏出的每一锣每一

鼓，都应该是有生命和思想情感的，同样和剧中人

物表演一样，演奏员需要全身心的投人，动心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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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伴奏，熟知戏情戏理和人物关系的来龙去脉，

再加上本人的娴熟技艺．炉火纯青的功夫，才能准

确地塑造好人物，使表演有声有色、有眦有肉，使

演出获得成功。由此可知，作为一名称职的鼓师和

琴师．他们的工作量有多么的太，任务是何等的艰

巨，得需要多么高深的功力和技艺。“活到老，学

到老”“艺无l卜境”，这是艺术家们一一生实践经验

总结，也是他们执着追求的课题。

打击乐伴奏贯穿于全剧的始终。从早期的开场

表演形式“跳加官”，野台子戏前的“打通”，到

终场的“金榜送客”和止戏的“尾声”；以及幕前

幕间．各场次的起承转合，人物的上F场，喁做念

打等，时时刻刻、方方面面、由始至终，都没脱离

开锣鼓的伴奏，即锣开锣止；其表现为十分丰富，

应用得相当广泛。在武戏里：它可咀用于伴奏出征

筮兵、调兵遣将、押运粮草辎晕、布阵设埋伏、陆

战、水战、夜袭，表现硝烟弥漫的战场，两军对垒

的殊北搏斗。像《雁荡山》、 《金山寺》、 《挑滑

车》等。在文戏中：锣鼓同样能发挥其功能和效

用。皇Ⅱ伴奏官娥嫔妃耵j身着凤冠霞帔，珠光宝气的

上场，表现其美丽端庄的高雅气质；烘托辛帝临朝

时，那种前呼后拥的威严气派，金套宝殿辉煌的壮

观场面等。另外，它还口J以崩一些单锣细鼓的演奏

手法，描绘山青水秀的Ⅲ园风光，农耕田垄，人们

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像小家碧玉，美丽天真

的少女做针线活、打扣房舍、喂鸡养鸭，以及少女

初恋时的那种复杂荒涩的心理变化，眉目传情的细

腻表演，可谓清新淡雅，令人赏心悦目。如《拾玉

镯》孙玉姣的喂鸡清舍习练针黹；《花田错》丫环

春兰的搓麻绳．纳鞋底做针线活；《铁弓缘·待

嫁》陈秀英身披嫁衣，等待花轿临门时的那段载歌

载舞的表演，与旨乐锣鼓配合得珠联璧合。打击乐

既能烘托婚礼、庆寿、贺功等大摆宴席的欢乐场

面；也能衬托灵堂祭祀时的悲哀气氛；还可“伴奏

风烛残年的老翁、睛婆、疯妇、乞丐．病人膏肓

者，表现他们举步维艰、神情呆滞、衣不遮体、食

不果腹、步履蹒跚、跌跌撞撞的神态动作。如《洪

羊洞》的杨延昭，《遇皇后》的李后，《豆汁记》

的莫嵇， 《清风亭》的张尤秀， 《失子惊疯》的胡

氏等。无论是帝千将相、才子佳人、平民百姓、男

女老步、犯妇走卒、旗锣伞报；文的武的、善的恶

的、 美的丑的；各种人物的上下场，大大小小的

过场戏，舞蹈身段表演，喜怒哀伤的情感变化；吟

诗打引子、念白、演唱，一伸手一投足，一个眼神

的变化，都能用锣鼓准确地体现出来。要说用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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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喧闹场面不足为奇，但要将其用于伴奏万籁沉

寂，傲静更深的环境气氛，乃属一绝。例如《三岔

1：3》的演出，是在儿万度或几十万度的舞台灯光照

耀下进行的。剧中人任堂惠与刘利华，却能表演出

是在伸手小见五指的暗室内，深夜时分的一场搏斗

厮杀。表现其寻觅碰撞时的机敏反应和高难度的翻

打技巧。有时静得连刀风声都听得见，似乎让观众

感觉到，听到了他们紧张剧烈的心脏跳动和急促的

呼吸声。在此段摸黑开打罩，没有一句台词和演

唱，更没有使用任何·件管弦乐器束伴奏，只有锣

鼓的紧密配合。打击乐的演奏，时而急如暴风骤

雨，时而轻细微弱如蚊；时停时奏，起伏跌宕，扣

人心弦。演员们的维妙维肖的精彩表演，与乐师们

精湛绝伦的伴奏技艺融为一体，彼此酣合默契，相

得箍彰，令观众如醉如痴，掌卢、笑声，不绝于

耳。为此，国外的艺术评论家们，曾绐于该剧很高

的评价，被誉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魅力无穷的东

方艺术。除此以外，打击乐还能结合剧情，通过人

物表演，以其鲜明的节奏音响，来模拟一些水声、

风雨声、火声、电闪雷鸣；表观熄烛、叩fj、射

箭、起更、斩首等效果；以及人物冷暖嘘寒的情感

动作上的变化。同时，它还经常用来伴奏某些神话

体裁的剧目，表现神仙腾云驾雾，上天人地，妖魔

鬼怪呼风唤雨，阴森恐怖的场景；獐狍野鹿，虎犬

兔蚌类的跳形过场等。

总之，京剧艺术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它是

由剧本文学、人物表演、音乐伴奏、舞台美术若干方

面组合而成的，缺一不可。就京剧音乐方面而言，它

包括的内容有：唱腔、曲牌、锣鼓经、管弦乐器和打击

乐器伴奏等。锣鼓在演出巾是起主导作用的。它能配

合演员的表演身段，调节唱腔念白的节奏韵律，渲染

抒发人物的思想情感，烘托环境气氛，承前启后融汇

贯通，保持整个演出于圆顺通畅中进行。心此从某种

意义上讲，京剧锣鼓无论其性能、作用、地位以及所

达到的效果，都可以这样形容：锣鼓的伴奏好比一株

花卉的绿叶i起到了陪衬烘托的作用；或者说它是植

物的根或茎，因为它是戏曲的根摹和命脉，有着供给

与支撑的功能；再或说它是一朵红花，犹如万绿丛巾

一点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锣鼓的演奏使人振

奋，使人动情，充分地展现了京剧艺术统一和谐的

美。锣鼓是京剧的重要组成部分，I’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因此我们称锣鼓是戏曲的中枢，是戏曲的命脉，

是京剧艺术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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