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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胡作为中国国粹———京剧的最重要伴奏乐器之一，自

本世纪 80 年代始，从幕后走向前台，进而成为即时京剧伴奏

乐器，又形成独具个性的独奏艺术。随着时代的前进及我国民

族音乐的发展，京胡这件以往专用于京剧、汉剧伴奏的乐器，

在近现代演奏家、作曲家们的不断创新和努力下，大胆吸收借

鉴其他艺术门类的演奏方法，改革现有不尽人意的问题，使京

胡表现力大幅提高，不仅拓宽了演奏音域，也使京胡音色得到

统一和稳定。这是继现代戏后，京胡演奏所达到的另一高峰，

这也是京剧音乐博大精深、京胡艺术繁荣发展的历史必然。

中国传统京剧唱腔伴奏强调音乐律动的横向流动，但不

没有强调和追求纵向音效的有机结合，而且，剧目中各种伴奏

乐器各具特色，个性鲜明，若不能将它们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就会给演员、鼓师和文场之间的交流带来不便。而作为音色个

性特征鲜明、穿透力强的京胡，无一可以是月琴和弦子等乐器

伴奏线条有机的统一起来，方便了文场伴奏和演员唱腔的演

唱。

“有法度、无定谱”是京剧前辈琴师对京胡伴奏艺术法则

的高度提炼。从传统京剧成熟以来，在伴奏形式层面，京胡是

京剧唱腔伴奏中必不可少的核心乐器，也被称为京剧“文场”

乐器组合中的“主奏乐器”。因此，传统京剧琴师作为京胡伴奏

的主体，在场面乐师中因此享有“主奏者”地位，扮演着多重

“角色”、承担着多重职能。在伴奏形态层面，京胡伴奏和唱腔

形成了“骨肉相连”的关系，而且由于京剧唱腔旋律的弹性大，

以及琴师“主题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使京胡伴奏在音乐形态

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即兴性”。

在伴奏形态层面，京胡在京剧文场乐器组合中的地位突

出，传统京剧乐队有“文三场”和“武三场”构成，京胡和鼓板作

为文武场之首，在乐器组合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京胡，在

京剧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即使是引入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

队都不曾动摇其在伴奏层面的主导和核心地位，这是它在乐

种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受文化背景、姊妹艺术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下而确立的，同时又受到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变化冲击而

产生重叠和变更。京胡不仅是京剧风格和演奏个性的直接表

达着，也是人们正确认识京剧传统文化历史层次的重要依据

之一。在京剧皮黄腔调伴奏的京胡、弦子和月琴三大件中，京

胡独特的音色风格———明亮轻快、刚柔并济成为京剧剧种的

主要代表，是京剧剧种旋律、色彩和情绪的主基调，集中体现

了京剧唱腔的演唱风格，虽然京胡不是乐队中的定律乐器，但

它却是京剧伴奏音乐宫调体系的确定者。同时，在京剧伴奏过

程中，京胡伴奏作“线”的贯串，和唱腔的旋律线严密的融合，

月琴和弦子对其则进行完美的修饰和衬托，这更加突出了京

胡的重要地位。

在传统京剧皮黄等声腔板式中，，很难找出完全相同的两

段唱腔，同样，也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的两段京胡伴奏旋律，看

谱的京胡演奏在传统剧目中是行不通的，这就使得京胡的演

奏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给予琴师很大的发挥空间，因此，京胡

伴奏的“即兴性”特点非常突出。在传统京剧中，京胡伴奏和唱

腔之间构成了“同中有异”的关系，与其他剧中相比，京胡伴奏

更强调求异，京胡琴师可在唱腔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合适地选择和运用不同种类的拖腔手法，因此，京胡伴奏

音乐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随着我国经济地位提高，中国文化热潮也在不断攀升，在

多元文化趋势下，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不断增加，而彰显

个性显得尤为重要，而作为扎根于戏曲、发展于民族音乐中的

京胡，也被诸多作曲家看好，特别是在一些舞台剧和电视剧中

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京胡艺术的改革和创新直接影响到京剧

艺术的整体发展，同时，促使京胡从伴奏走向独奏、从民间俗

乐走向大雅。京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受到广大听众的

喜爱，而且赢得了京胡应有的艺术地位。从台侧绝对的伴奏地

位转换到舞台中央高水准的独奏。从几件“文武场”、中小型乐

队为其协奏京剧曲牌演变为专业作曲家为其“量身打造”独奏

曲、协奏曲、组曲，京胡艺术已裂变为戏曲京胡和音乐京胡。这

个变化是悄然的，却是巨大的，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京胡艺术十

分宽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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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胡伴奏艺术的个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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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胡是京剧乐队中的首要乐器，是一件功能灵巧多变，具有鲜明剧种特点的乐器，在京剧舞台表演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是唱腔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京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而且赢得

了京胡应有的艺术地位，因此，对京胡伴奏艺术的研究，不仅对京胡伴奏自身，甚至对京剧表演和演唱风格的认识

都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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