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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琴作为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于清代中前期甚至更早的时间

就被引入秦腔（京剧西皮调的源头）。《燕南小谱》记载：“西秦

腔……其器……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几十年后，为京剧重

要源头的汉调已由月琴与京胡、三弦一起伴奏，“月琴、弦子与

胡琴，三样和成绝妙音”。月琴在吸收徽剧、汉剧、昆曲和梆子等

剧种音乐的基础上，京剧逐渐形成以西皮、二黄为主的声腔音乐体

系，它就与京胡、三弦并称“三大件”，构成“文场”（民族管弦

乐队）中的“三足鼎立”之势。月琴作为我国民族乐器中一件重要

的弹拨乐器，其音箱为木制，圆形，因似圆月，故名“月琴”。音

箱的两面蒙以桐木板，形似阮，但琴颈较短。在长期的京剧伴奏的

实践中，配置的琴弦和品位数与其他用途的月琴也有所不同。为适

应京剧现代戏音乐编配的需要，京剧月琴由传统月琴的两根弦改为

三根弦，采用十二平均律，增加半音品，品数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

十几个（一般为十三至十七个），域加宽。品位和弦数的增加，使

京剧月琴也可以自由转调，能够满足京剧现代戏音乐音域宽、转调

多的要求。京剧月琴与民乐月琴的弦数，弦粗与品数，音域与定弦

方法以及演奏技巧不同，京剧月琴重视右手力度和摄和点的运用，

视与京剧演员、京剧乐队的整体配合，民乐月琴则重视各种演奏技

巧的运用，包括吟弦、推拉弦、打音、带音、泛音等左手演奏技巧

和扫、拂、双弹等右手演奏技巧。京剧音乐有其特殊的韵律，概括

起来讲，京剧音乐的特点和韵律是：特的音乐旋律和统一、完整的

音乐系统，节奏的伸缩性，特殊的强弱变化规律；伴奏与唱腔的多

种配合方式。

月琴在京剧音乐中的定位是“伴”和“辅”，要弹出京剧的韵

味，首先要了解京剧音乐，逐渐加深对京剧唱腔和伴奏音乐的认

识，综合提高欣赏和鉴别能力。其次要在熟练掌握月琴演奏技巧的

基础上，注意表达京剧韵味，把京剧音乐特殊的强弱变化规律和节

奏伸缩的特点艺术地表现出来。

京剧分为生、旦、净、丑几个行当。构成京剧唱腔行当特点的

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旋律上的差异，不同行当的旋律，其音

域、音高、音律、演唱速度不尽相同。二是唱法上的不同，老生、

花脸和老旦用大嗓演唱，青衣和花旦用小嗓演唱，小生用大小嗓结

合的方法演唱。对于不同行当的伴奏，要综合考虑板式、流派、剧

目和剧情等多种因素，针对特定角色，把人物的性格特点表现出

来。其中为老生伴奏，弹法应干净利落、刚劲有力；为老旦伴奏，

弹法应简洁遒劲；为花脸伴奏，弹法应粗犷、豪放；为小嗓伴奏，

弹法要柔和、细腻、委婉。京剧艺术流派纷呈、风格各异，每一流

派唱腔都是由其创始人根据自身的嗓音条件、发声方法、运腔特点

等因素摸索出来的。任何流派的唱腔都离不开伴奏，在京胡琴师与

演员长期合作过程中，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依托，创造出相应的流

派的伴奏音乐和伴奏方法，从而也逐渐形成了与流派唱腔特点相适

应的流派伴奏风格。同样，月琴演奏者也要跟随演员和京胡琴师布

局自己的伴奏。月琴为梅派的伴奏，要体现该流派音乐节奏规整、

旋律平稳的特点，以简约大方作为伴奏特色；在程派的伴奏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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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连绵起伏、抑扬顿挫的特点，多采用一弹一撮，加重后音的用撮

规律，突出抑扬顿挫的音乐效果。在为张派的伴奏中，要注意音乐

节奏弹性大、强弱的起伏分明，富于激情的特点，月琴伴奏要 注

意速度和力度的对比变化和与京胡等乐器的默契配合。一般来说，

为获得统一的伴奏效果，月琴与京二胡、三弦等乐器都使用京胡伴

奏谱演奏。同演员唱腔相比，京胡通过改、补、衬、裹和垫等手

法，在伴奏谱上加了很多音符，然而适合京胡演奏的琴谱未必完全

适合月琴。月琴与京胡的配合，重要的是突出月琴声音的颗粒感，

以保证月琴点状旋律与京胡线状旋律的完善搭配。月琴在伴奏中虽

要跟随 京胡的拉法，但不能消极被动，该强则强，该弱则弱，层

次分明，错落有致，从而达到与京胡珠联璧合的伴奏效果。

京剧月琴的演奏，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的

复杂系统工程，所涉及的范围高，要求的标准高，演奏的技巧高难

而又丰富。从京剧孕育形成时期、成熟时期至发展时期的近二百年

中，在演奏方法、技巧和伴奏的内容与形式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变

化。月琴在弹奏上以简洁、脆亮、力度强、音量大、直棱直角为

主，与唱腔风格、特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三杰之一的谭鑫培在

唱腔上，创造了旋律性强的“花腔”和“巧腔”，将京剧老生的唱

腔艺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为京剧老生的一代宗师。京剧老生的

各个流派绝大多数都是在“谭派”的基础上衍变和发展起来的 。

这时的京剧月琴一改过去简洁、直音的演奏方法。而在装饰加花抑

扬顿挫和音色的对比等方面下功夫，使京剧月琴在演奏艺术上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京剧月琴在现代戏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它不仅为唱腔伴奏，而

且是戏剧情绪的渲染，事物、景物的描写，舞台气氛的烘托等器乐

演奏的主要乐器。因此，现代戏京剧月琴的演奏技术、技巧和表

现力方面，较之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要求的更为全面和严格。月

琴演奏者不仅要研究左右手的技术动作，而且还要研究弹法组合的

各项复杂动作。一个指法的语汇是由哪些动作组合的，动作的内在

感觉是怎样的，唱腔的戏剧情绪和人物的感情变化是怎样联系在一

起的，经过整体的布局和调配，才能增强月琴伴奏的生动性与音乐

性，从而产生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新时期以来，在月琴演奏艺术

上，借鉴、融合了一些我国民族弹拨乐器的弹奏方法和技巧，吸收

其科学性、规律性的有益经验。促进和发展了京剧月琴的演奏艺

术。丰富了月琴的表现手段，增强了月琴的表现力，提高了京剧月

琴的演奏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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