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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乐在戏曲艺术中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打击乐，就不成戏。而用

好了打击乐，戏曲就会更精彩。准确地说，

戏曲的表演要依靠打击乐的伴奏来突出节

奏，渲染戏剧情绪，营造舞台气氛。

假如没有打击乐伴奏，那么，戏曲表演

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威武的

武将在台上一亮相，身段干净利索，英姿威
武雄壮。没有打击乐，演员就像哑巴一样滑

稽可笑。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明白，戏

曲没有了打击乐，就没有了节奏，而戏曲有

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有鲜明的节奏感。

无论唱、做、念、打都不能没有节奏

感。唱要有眼有板；做、打在戏曲舞台上也

都是舞蹈性的动作，必须有节奏感，不然你

就舞不起来。戏曲的念白不同于日常对话，

既要讲究韵律，又要讲究节奏。所以说，

没有鲜明的节奏，戏曲表演就会失去它的特

色，而打击乐正是一组节奏强烈的音响乐

器。有了这些打击乐的伴奏，戏曲表演的节

奏性便会更加显示出来。
戏曲表演除要有鲜明的节奏外，还需要

饱满的情绪，感人的气氛，仅仅依靠演员的表

演是不够的，除了舞台舞美灯光艺术的表现手

法外，更重要的是要靠打击乐来进行烘托剧情

的气氛和环境的体现，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

一场武戏，对战双方正这在厮打搏斗的难分难

解，这时，打击乐根据当时的激隋和感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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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紧急风”强烈的音响和急促的节奏感，

霎时间一种烟尘滚滚、地覆天翻的声势展现在

观众面前。假如一个将军打了败仗而狼狈逃

窜，打击乐就会运用“乱锤”，将他惊慌失

措、仓皇逃跑的狼狈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进

一步加强了戏剧性的效果。

河南省越调剧团以善演三国戏为长，而

且，三国戏最擅长表现场面壮观，气势宏
大、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而打击乐则在三

国戏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团在越

调大师申凤梅先生的带领下，排演了许多有

关三国历史的名剧。而且，基本上都是邀请

一些著名的京剧专家和导演来为我们排戏。

所以，越调戏曲里面所运用的“紧急风”、

“四击头”、“水底鱼”等等锣鼓经和京剧

的基本一样。唱腔中所运用的锣鼓经由于受

至4板式、节奏的制约，大部分还是以越调为

主。越调是我们河南的地方剧种之一，有着

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流派艺术，在运用锣鼓经

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排演中

有不少地方达不到导演的要求。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许多的老艺术家和打击乐的老前辈

通过多年来的经验和摸索，在实践中求生

存，在摸索中谋发展，吸取精华，博采众

长，把京剧锣鼓经以及其他兄弟剧种的锣鼓

经相结合，收到了不同凡响的艺术硕果。

在《尽瘁祁山》“火烧上方谷”一场戏

中，诸葛亮内唱“导板”后，众兵士和诸葛

亮上场时运用的锣鼓经。按照越调的传统惯

例而敲击的锣鼓经有些太平淡，表现不出诸

葛亮扫平中原、统一汉室的雄心壮志。我们

打破常规，运用了两个锣鼓经来配合人物上

场。“紧急风”先把众兵将引领上场，然

后，弱起中速“三不格”几遍后，快速强烈

的“撕边”进入“三不格”后挂“落台”而
达到高潮，让诸葛亮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

从容不迫地来到上方谷。一代政治家、军事

家胸有成竹、稳操胜券的大家风范展现在

各种面前。再如《诸葛亮吊孝》中“周瑜坐
帐”。从周瑜的上场到下场。我们都是运用

打击乐的的独特风格，根据当时周瑜的心情

以及他心高气傲的心胸，从风流惆怅到神采

飞扬，从满腔怒火到心怀叵测。几乎是全部

靠打击乐的伴奏来体现的。打击乐实际在舞

台戏曲的运用中是举足轻重的，它更是演员

在表演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演员的精

彩表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鉴于打击乐在戏曲舞台演出中的特殊又

重要的地位，作为一名打击乐的演奏者，我

们更加有责任和义务来充实和提高自己，加

强业务技能的锻炼和学习，完善自己的文化

和艺术的修养，才能适应越调艺术的发展和

需要，跟上时代步伐，为越调艺术的繁荣奉

献微薄之力，使戏曲艺术更加灿烂和辉煌。

谈谈“丑行’’的表演艺术特色

中国戏曲艺术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它

有一整套有规则、有章法的表演程式，从事

戏曲专业表演的艺术人才，须经过严格、正

规、系统的基本功训练，在老师的教育辅导

下，全面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它的

规律、规则，再到实践的一个过程。

“生、旦、净、丑”四大艺术行当分工

细致，各有各的表演风格，各有各的表现手

段。“丑行”分为文丑、武丑两大类型，而

文丑又分为官丑、方巾丑、茶衣丑等。官丑

如京剧《徐九经升官记》的徐九经、《春草

闯堂》的胡知府、豫剧《唐知县审诰命》的
唐成、《秦香莲》的门官等；这些人物多半

是官微职小、供职基层，但心底善良、正义
耿直、敢于以小对大为民请命；扮相是红、

蓝官衣、桃翅纱帽、穿朝方、手中的常用

道具就是一柄折扇；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抖
扇”、“扇扇”、“双手指头转扇”、“单

手五指缠扇”、“抛扇”等，它的技巧除扇

子功外，还要熟练“帽翅功”的前后转动，

单翅替换转动等，多用于思考、踱步、犹豫

不定的内心活动，通过帽翅的转动来外化人

物的复杂心情。文丑如京剧《活捉三郎》的

张文远、《群英会》的蒋干，这是丑行的

分支。塑造这种人物多似有文化、有地位的

人，这种人白作聪明、好为人师、遇事故作
镇定，往往办事不力、破绽百出、掏力不讨

好。他在表演上多用于迈方步，摇头晃脑、

水袖不停地抖动、搅动，装模作样好似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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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憨态可掬、滑稽可笑。

茶衣丑多以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为主，

他们对冤案冤狱愤愤不平，对奸臣当道、残

害忠良愤恨不满；对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同情

怜悯，却又助而无力、无奈，如《秦香莲》

中的店主、《清风亭》中的周小哥、《乌盆

记》中的老汉、河南曲剧《卷席筒》中的小

苍娃等。这类人物多为小童、家院、家奴、

传信禀报之人，虽然说他们没有更多的语言

和行动，但他们往往为戏的情节发展，故事
的延续能起到穿针引线的点缀作用。在京剧

传统剧目中还有一种“丑旦”行当，多由男

演员“反串”饰演，如京剧《锁麟囊》中的

傻丫鬟、《铁弓缘》中的陈母、《拾玉镯》

中的媒婆、《窦娥冤》中的禁婆子等。她

们的性格多是傻呵呵的，凡事心里明白装糊

涂，处处为戏起到插科打诨的艺术效果，是

喜剧气氛的味素剂。这种反串的艺术效果，

是为了反衬女人公的貌美、靓丽，美的丑的

反差大，成了艺术鲜明的对比。

武丑，对演员基本功的要求更高，不但

要有“把子功、毯子功、矮子功”，还要

跌、扑、腾、挪、身轻如燕，上高下高等一

系列高难度动作，惊、奇、险、轻、漂、脆

是衡量一个武丑演员的艺术标准。老一辈京

剧表演艺术家张春华先生堪称是武丑行的杰

出代表。

一出戏总是有主有次，有红花也有绿

叶。以丑行为主的戏比之其他生、旦、净行

的曲目所占的比例还是少数，一般的艺术院

团选剧目都是看自己当家的主演是什么行

当而选戏，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影响力?能

不能叫座?这是市场经济所必须要考虑的现

实。而作为艺术行当的“丑行”亦是四大行

当中一枝独秀，很多的丑行艺术家、名家、

青年演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汗水，默默地耕

耘、奉献着，我是一位从事越调艺术表演的

“丑行”兼“须生”行当的演员，在京剧亦

称‘两门抱。其实不然，因为地方戏演员

的行当分的不是太清。从艺37年的艺术实践

中，自己曾饰演《李天保娶亲》中的县官胡
来、《白奶奶醉酒》中的州官、《双锁柜》

中的余得水、反串现代小戏《王华嫁母》中

的王华母亲等，这些人物均属于带有河南地

方语言、地方风俗、地方色彩的河南戏的风

土人物；亦曾饰演过《诸葛亮吊孝》中的鲁

子敬、《华容道》中的刘备等三国戏的历史

人物；不管是传统的或是现代的舞台艺术

形象，可我仍然喜欢自己的艺术行当“丑

行”。

“丑”映“美”，“美”与“丑”对比

鲜明，世人之心，人人爱美。但丑的存在是现

实的、客观的、真实的，可“丑”有的时候并

不都是恶的，有时候“丑”也是美的。法国大

作家雨果的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

人是丑陋的、面目是狰狞的，但他的行为、心

灵是美的，是震撼人之0灵的。其实我不丑，
但，我喜欢艺术行当中的“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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