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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豫剧伴奏功能发展 
周自来 

（济源市戏剧艺术发展中心，河南 济源 459000） 

摘要：豫剧的唱腔铿锵有力、刚柔相继、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深意长。伴奏乐器也从以前的三大件单声部，逐渐向具有浓郁民族及地方特色的民族交响音

乐方向，做有效的尝试。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开创性的解决了继承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乐队伴奏也有传统的单纯被动地伴奏，进而发展为积极、主动地演奏，特别是

在描写环境、塑造形象、渲染气氛、刻画人物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豫剧乐队的功能和伴奏水平，大大提高和发挥了它在塑造作品形象上的积极作用。戏曲的伴奏音

乐分为文场和武场两种。文场以丝竹乐为主，伴奏乐器因剧种而异。如昆腔以曲笛为主，梆子戏以板胡为主，京剧以京胡为主。武场以打击乐为主，主要用于舞蹈、

武打或技巧性场面，也用于烘托情绪、渲染气氛，制造戏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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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戏曲乐队的配器，我的体会是第一

是旋律，第二是节奏，第三是和声。编配伊

始要反复认真地研究剧本、剧情，研究旋律，

掌握它的情绪、表现内涵，才好选用相应的

编配手法；其次是节奏，何种板式？怎样的

节奏？节奏重音在哪里？心里要非常有数，

要把握的准确无误。再次是和声的使用，为

了增强音乐进行的力度、厚度和立体感，应

当做到精心编排。豫剧，是河南省的一个地

方戏曲剧种，初期被称作“土梆戏”，后来

为区别其他省的梆子戏剧种，又称作“河南

梆子”， 建国后因河南简称“豫”，所以称“豫

剧”。在剧种繁多的中国戏曲中，豫剧属梆

子腔类声腔剧种中的一个分支，在流行于河

南境内的 20 多个地方戏中，它是最大的，

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代表剧种。  

豫剧乐队的建设，它的编制和乐器选

配，是在剧种发展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

的。早起豫剧乐队的建制及乐器使用，由于

受早于豫剧的一些剧种，特别是受与罗卷戏

同台演出的影响，无论打击乐和文场乐器，

都与罗卷戏比较接近。从 1933 年修订的《续

安阳县志》中关于梆子戏乐队的记载来看，

“其外台乐器，除鼓、板外，有铙、钹、锣、

镟各一，胡琴二，梆子玫，俗称场面，有紧

七慢八之说”。那时乐队不过七八个人，所

用的乐器除击乐外，仅有两把胡琴。再就马

紫晨先生所著《河南梆子概述》中的说法：

“从前梆子戏的场面，由七至十一人组成”。

所列乐器有战鼓、越鼓、板鼓、手板、大锣、

二锣、铙、钹、小铰子、梆子、二弦（竹或

木质琴筒蒙桐木面的高音小板胡）、皮嗡（半

瓢）、月琴、三弦、横笛、尖子号等。这里

所记述的则是规模稍大些的剧团情况。乐队

除击乐外，又增添了二弦、皮嗡等弦乐；月

琴、三弦等弹拨乐和吹管乐横笛、唢呐、尖

子号等。可以看出，为了求得丰富的乐队效

果，又要节省人员，很明显一些乐器是相互

兼任的。板胡进入豫剧乐队的时间，据一些

老人回忆，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期。

由于它的声音浑厚洪亮，激越粗犷，很受艺

人和观众的喜爱，所以，它逐渐发展为豫剧

乐队的主奏乐器。  

五六十年代，一般剧团所用的乐器，除

击乐外，文场中弦乐有板胡、二胡、中胡、

大提琴，有的还用了坠胡和小提琴等；弹拨

乐器有小三弦、大三弦、扬琴、琵琶和古筝，

有的剧团还用了中阮、大阮；管乐有竹笛、

笙、唢呐、闷子、单簧。有的还试用了以板

胡、二胡和小三弦（或琵琶）三大件为主，

多种形式的中小型民乐队，或中西混合乐队

建制。乐队的人数也因各个剧团的情况不同

而多少不一，除了省团编制大些外，下边的

剧团，包括地、市剧团，乐队人数多为十几

到二十人左右。文革期间，由于京剧现代戏

的普及，许多地、市级剧团，甚至不少县级

团都一阵风地向着 3O 人左右的单管乐队建

制发展，通过音乐配器和乐队训练，使乐队

人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进入 80 年代，演出阵地不断萎缩，乐

队的编制也逐渐向着实用和精悍的方面发

展，受经济承受能力的制约，都在寻找一种

用人不多又比较灵活好用、表现力较为丰富

的编制形式。另一方面，科技的高速发展和

在戏曲领域的广泛应用，如现代的音响设

备、电声乐器等的影响，又为小型乐队带来

了新的发展契机。小型乐队也有可能把演奏

效果搞得非常丰富和极富变化，很多人都在

用心探索和研究乐队新的编制和配器手法。  

豫剧的伴奏乐器和其他剧种一样大致

也分四大类，即弦乐器、管乐器、弹拨乐器

和打击乐器。它们各自又代表一组乐器，而

每一组甚至每一件乐器在伴奏过程中，都有

各自不同的伴奏方法。在此以板胡为例，简

述豫剧唱腔的伴奏方法。  

板胡在豫剧乐队中的使用，细算起来也

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其悦耳的音色和丰富的

表现力，给豫剧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突

破，同时也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戏曲工作者

和无数的观众。豫剧板胡是豫剧乐队“四大

件”之首，俗称“领弦”，它具有音色明亮

高亢、地方特色鲜明的特点，能够准确、深

刻地表现欢快热烈、悲伤愤怒等各种细腻的

思想感情。其演奏技巧和伴奏手法主要突出

在“打、滑、揉”和“托、包、衬、垫、对

比、加花”等多种伴奏技术之上，充分发挥

了豫剧板胡的功能和演奏员的伴奏水平，大

大提高了它在塑造作品形象上的积极作用。  

另外，伴奏无节拍的非板唱腔，一定要

根据唱腔的感情需要，灵活运用伴奏手法和

伴奏技巧。因为非板唱腔的强弱对比及节奏

的舒展性都很强，所以伴奏时一般采用清唱

清补、或选择唱腔的起伏点带动乐队同进同

出的伴奏方法。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戏曲的内

涵包括唱念做打，综合了对白、音乐、歌唱、

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

因素而成的。在戏曲艺术中，乐队有着十分

重要的位置，它在体现剧种风格、演绎戏剧

故事、营造舞台场景、渲染舞台气氛、揭示

人物心理、推进戏剧情势等方面都有着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作为音乐总谱的体

现者，是构建和创造舞台音乐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实际上它还是整个舞台艺术的精、

气、神，是使艺术表演得以在舞台上“活起

来”、“亮起来”的生命之光。  

最后，要说的是，一定要解决好“唱”

与“奏”的关系，且不可“喧宾夺主，本末

倒置”，但一味被动的伴奏也不是好办法，

要变被动伴奏为主动演奏（这方面京剧《打

虎上山》一折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一部好

的作品是演员和演奏员，经过长期不懈的共

同努力才能获得的，双方只有达到“如胶似

漆，珠联璧合，水乳交融”的境地，才有可

能实现的。因此，一定要在长期的实践当中，

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使演唱和演奏融为一

体，以美的视听震撼观众、征服观众，这才

是艺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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