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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京二胡与京剧伴奏
  张丽辉

在戏曲舞台，尤其是京剧表演艺术中，
剧情的发展会揭示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和
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一切除了演员用自己精
湛的表演来表达之外，还需要通过音乐的伴
奏来加以强化 ,让观众得到更加强烈的信息
提示和艺术感染。今天的人们欣赏京剧大都
喜欢欣赏演员的基本功，即“唱”、“念”、“做”、
“打”的展现，也就是看“唱”得是否有板
有眼，“念”得否抑扬顿挫等等。但戏曲界
更有“一台锣鼓半台戏”之说，一语道出了
音乐伴奏在演员表演中的重要作用。

京剧的伴奏乐器分管弦乐和打击乐，
也称“文场”和“武场”。早期的京剧“文
场”，只有京胡和三弦儿两种乐器，后来
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又增加了月琴，也
就是人们所说的京剧乐队的“三大件”。
有一次，梅兰芳先生在排练剧目时，演唱
过程中总感觉乐器的伴奏达不到他的要求，
他发现“三大件”的音区较高，而且旦角
的假声演唱同样也处在高音区，为了增加
旦角唱腔伴奏的色彩与厚度，经过著名琴
师王少卿、徐兰沅的潜心研究，在原来主
要以京胡、月琴、三弦儿伴奏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京二胡。这种旦腔伴奏的全新尝试，
受到京剧同行及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
取得巨大成功，后来逐渐推广到各个行当
的京剧伴奏中。从此京二胡在京剧伴奏中
拥有了重要位置，成为不可替代的京剧伴
奏乐器，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京剧发展史上，王少卿先生是为梅兰
芳伴奏的首位京二胡表演艺术家，洪广源先
生则是中华民族器乐史上制作京二胡的第一
位乐器大师。京二胡在京剧舞台上用自己的
独特韵味吸引着观众。新时期以来，随着改
革开放、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京二胡的演
奏无论从技巧到风格流派都在与时俱进，不
断发展，而这一切，都与老一辈艺术家们的
传承、教诲息息相关，与京二胡名家们长期
积累的舞台艺术实践成果分不开。例如，人
们熟知的梅派唱腔体系的确立，就是与王少

卿、徐兰沅这些艺术大师的伴奏风格分不开
的，而充满时代特色的张派唱腔体系的形成
也是张似云、何顺信大师们默默奉献努力的
结果。这些老艺术家用自己的敬业精神与对
京剧事业的热爱，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著名琴师徐兰沅先生，为了能让京剧伴奏更
加美妙动听、深入人心，一生都在钻研京剧
伴奏，努力让京胡与京二胡配合得更好，达
到更加理想的伴奏效果，他将自己的研究成
果撰写成《徐兰沅操琴生活》一书奉献给读
者。张似云被称作京二胡艺术大师，是继王
少卿之后丰富和完善京二胡伴奏的领军人
物。他与恩师张君秋在艺术上的相知、相识，
二人合作的每一个旋律，甚至每一个音符都
具有极高的艺术标准，成为留给后人学习的
艺术经典。

京剧伴奏中京胡是主要的领弦儿乐器，
是文场乐队的领导者。京二胡不是领弦儿乐
器，确切地说在京剧文场伴奏中它属于第二
席的位置。因此它必须在京胡的领导下，配
合其它伴奏乐器一起演奏，为演员在舞台上
塑造人物“托腔保调”。京二胡的音色不像
京胡那样明亮、激烈，而更加具有浑厚、温
和、连贯的色彩，具有更多的包容性。所以
在伴奏中，京二胡在中音区，定音准，音域
也更加宽泛。也可以认为，京二胡在京剧伴
奏中主要扮演协奏的角色，同时也能主能从，
协调其它乐器，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京二胡与京剧艺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
相互辉映、并肩前行的，体现出时代的变迁
和历史的进步与创新，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京
剧艺术及其京二胡伴奏在京剧发展中的脉络
轨迹。京剧艺术因为带给人们更多的是艺术
魅力，是启发和享受，所以它成为中华民族
的国粹精华。千百年来，人们喜欢它、热爱
它、追随它、迷恋它。无论是它的唱腔还是
伴奏，都不是写在本子里的固定模式，而是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发展着，变革着，无论世
事怎样变迁，它的艺术魅力都不会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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