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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一方面讲，乐队的文、武场起到了支撑艺术整体完
美的重要作用。通常说文场主要负责音乐唱腔方面的托腔保
调。武场掌握整个一台戏走向的节奏、情绪、起伏。掌控着
一台戏中故事情节的快慢，掌控着演员身段、念白、唱腔的
总体节奏。尤其武场的打击乐、板鼓、大锣、铙钹、小锣、
齐钹、堂鼓等。当然鼓师是乐队所有声部的总指挥。早些年
间，人们称乐队为“场面”，也就是说过去称戏曲乐师为“场
面上的”。司鼓称为“鼓老”、“打鼓老”。而现今，均称之鼓
师。鼓师的别称为“司鼓”。鼓师是戏曲乐队的主要成员之一。
鼓师必须有几年的专业刻苦学练，又必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有较强的艺术派别的阅历，又通晓演员的特长，总之，一个
好的鼓师经常被剧团称之高级“说戏的”、“或剧本”、“资料
库”、“戏篓子”等等。人们常说十年可以出一个好演员，却
出不了一个好鼓师，可见培养一个优秀的鼓师是多么的不容
易。京剧的每一次演出，只有演员乐队间完美的合作才是京
剧艺术最高体现。当代京剧乐队通常由“文场”和“武场”
两大块组成。“文场”通常由六大件组成（京胡、二胡、月琴、
三弦、中阮、大阮）。武场一般由四大件（板鼓，大锣，铙钹，
小锣）组成。武场中的板鼓演奏者是整台戏的总指挥，更是
一台戏成功与否的灵魂缔造者。

任何一门艺术都有着自己发展的过程，都有自身根基。
京剧如其他艺术一样，没有根基就等于架空了艺术的发展规
律。人们通常讲诉一句最普通的话“做人要成龙，不能成
虫”。也就是说艰苦奋斗打好根基，积极向上，奔向一个宏
伟目标。文艺界也传述着一句话“演戏要当角，不能跑一辈
子龙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告诉演员勤学苦练打好基
础，向主演方向努力，去发展。而我们乐队特别是打击乐，
也流传一句话“打完小锣打大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意
思是说打击乐的根基从打小锣开始，绝不能一步到位，一步
登天。当你坐在“鼓师”的位置上，绝不只能打鼓，不会打
别的器件，无论旧科班，还是新的艺术学校，也决不会去引
导学生一口吃成胖子，必然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绝无一步登
天的秘方良药。武场鼓师，如果其他打击乐器不懂，不通，
不会，怎能一步打鼓呢？听我爷爷（原京剧院东北著名鼓师 
石峰）讲，任何一位鼓师都是从打小锣基本功练起，冬天赤
手在零下三十度的外面苦练，由冻僵了练到手热，灵活了，
自然了。夏天三伏练得三身汗后，汗干了，手干了，功夫也
就出来了。打鼓也是同理可证，但是打鼓下的功夫比任何一
件乐器功夫要大，要深。决不能认为自己做了“打鼓老了”，
不同其他乐手搞不团结。我在十几年的实践演出中深知，“打
鼓老”应吃苦在前，荣誉在后，任何一个剧目的演出，参赛
乐队总是把司鼓，操琴等排在首位，而评委专评首位，在某
种程度上，似乎忽视了其他不可缺少的乐件。

鼓师是根据每出戏的剧情以锣鼓经来配合调度指挥整场

演出的。鼓师在演员演唱时左手执板，右手执鼓键进行演奏。
多数时用双手执鼓键轮击皮鼓进行领奏。打击乐和弦乐的起
住，轻重快慢，均以司鼓者的动作姿态为准则。鼓师在对整
出戏的排练后，合理运用其认知程度对一台戏进行掌控、创
作，演出中鼓师注意力会高度集中。因此鼓师的难度，与重
要性可见一般。司鼓者是整体把握一台戏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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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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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师在领奏方面的技术一定要过硬，因为手势稍有疏忽就会
造成其他乐手的误解，所以对鼓师的要求特别严格。鼓师的
基本功也要过硬，双手打鼓要匀要稳，要有力度。执板手
必须端平放稳，手扣板窝精准，板面朝下，击打手板时均
匀清脆，才能使檀板发出最佳的响声。在演员演唱时，手
板随音乐唱腔节奏拍打节奏，节奏要非常准确，绝不可以
把节奏打乱。另外，鼓师也必须具备机灵和善变的聪明头
脑，有时演员忘记念白或者身段、唱腔、拖腔不够时，这
就需要鼓师有丰富的经验“补救”，以丰富的经验弥补演出
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漏洞。以解脱演员在舞台上出现的漏洞，
引起观众的反喝采。武戏演员有时由于不慎，在开打、出手、
耍刀、枪、棍中出现的临时纰漏，鼓师也必须用打击乐的
变化来弥补。或用打击乐的特点来告诉演员，重新做动作，
以做到尽善尽美。鼓师除在技术上有过硬的本领外，很重
要的一点，在工作中应注意自己的着装整洁，无论天冷天热，
鼓师必须着装得体，绝不可放任自流，因为鼓师为乐队群
体师表，场面先生的带头人。有一出戏《六国拜相》，我担
当司鼓。燕文侯上场，打“长锤”，御林军、校尉、龙套、
车旗上场，然后花脸唱垛板。但由于配角演员不慎，站错
位了，但燕文侯已经上场，当发现站错位时，我决定切住

“长锤”，打了一个长长的“丝边”，燕文侯也心领神会，在
紧张的气氛中，拉车旗走了半个圆场，不知不觉的站错位
的演员带到应站的位置上，使观众未发现。这就说明了鼓
师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鼓师与演员之间的密切配合，
积极组织舞台动作的表演。

可见鼓师的重要作用，红花绿叶扶，一台无二戏的道理
也如此吧。

京剧乐队鼓师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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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剧的每一出戏，无论演员的唱、念、做、打多么过硬，精彩的舞台灯光、道、效，多么宏伟精湛，都离不

开乐队的伴奏。其中，乐队鼓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京剧司鼓又称之为“鼓师”或“打鼓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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