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胡仿生皮 ●
●

破解=百多年难题的发明
文／吴兴文

作为京剧文场中最主要的伴奏乐器——京胡，一担(琴杆)一筒一弓、两轴两弦，在拉弦乐器中，其结构之简、

体积之小，似再无过之，但是，京胡的音响力度和穿透力却是独一无二的。它声如裂帛、响遏行云，令其他任何弦

乐器都望尘莫及，即使与上百人的交响乐队合奏，人们也能清晰地听到那卓然独立、美妙无双、咄咄逼人的京胡声。

但是，京胡从脱胎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一个与生俱来的缺赡：其发音振动的重要构件之～蛇皮，由于
受潮湿或燥热等天气因素的影响而极易导致塌调或爆裂(行话称“跳井”)，让诸多琴师苦恼不已且无可奈何，

更使众多京胡制作者束手无策。如今，这一困扰了他们二百多年的“老大难”，终于被破解一种可以替代
野生蛇皮的“仿生皮”诞生了!

在湖广会馆由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第九届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环保仿生皮与原生态京胡学术报告会”上，笔

者亲眼看到了几十把制作精美的仿生皮京胡。戏台上，京胡制作家刘正辉成了这次活动的主角，他的“环保仿生皮与

原生态京胡”报告，向与会者讲述了他为研制仿生皮而苦苦求索、鲜为人知的故事，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关注。

身兼中国民族器乐学会副会长、北京乐器学会副会长的刘正辉，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和千百次的试验，成功

研制出可以替代蛇皮的仿生皮，日前已通过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的认证，同时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

仿生皮：多年积淀一朝爆发

上个世纪80年代，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刘正辉是一名专业琴师，曾先后为著名铜锤花脸杨燕毅和言派传

人刘勉宗操琴。

作为一名专业琴师，他也常为京胡塌调和“跳井”而苦恼。那时，刘正辉经常到其岳父、著名京胡制作大

师许学慈的琴坊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干得中规中矩，成为许老的大徒弟。许老是京胡制作大师洪广源最得

意的弟子，那么，刘正辉则名正言顺地成为洪广源的第三代传人。正是从那时起，他有时闻、有条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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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胡塌调和“跳井”问题，开始了仿生皮研制和以京胡为

主题的改革与创新，成为继许老之后京胡“后四大创新”

的发明者：

从练功用的“京胡铁棍功”，到可调试琴弓；从环保电

热松香热化器，到京胡仿生皮，每一个创新都饱含着他执

着探索的汗水和艰辛，京胡仿生皮更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在经过这么多年积淀后，刘正辉研制仿生皮终于一朝

爆发。此后，历经十个春秋，他与仿生皮同悲喜、共忧欢，

品尝了太多的酸甜苦辣。

苦求索：十年面壁攻破难关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起，有人就开始了用人造皮膜代

替野生蛇皮的研究，并且一直没有间断过。受前人用尼龙

皮替代蛇皮的启发，刘正辉开始了研制仿生皮的漫漫求索。

研制仿生皮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首先，要

找到一种适

合京胡用的

好材料。20

世纪9 0年

代，科学技

术飞速发

展，各种膜

类新材料纷

至沓来，给

刘正辉提供

刘正辉和他的“仿生皮”京胡 了一个广阔

的选择空间。

为了找到这种好材料，十年间，刘正辉试用过的材料

不计其数。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刘正辉终于找到了一种好

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它不但具有蛇皮的弹性，而且

还兼具蛇皮板脆的特点，拉力极强，既耐高温，又不怕潮

湿，非常适合蒙制京胡。仿生皮的研制从此迈出关键一步。

紧接着就是皮面的视觉效果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仿生

皮“仿”得像不像野生蛇皮的关键一步。仿生皮材料表面

极为光滑，不像尼龙皮可以把图案画上去或印上去，这只

“拦路虎”让刘正辉戛然而止。他四处求教，遍访名家，最

终攻克这一难关。目前已定型的仿生皮，如果从鳞纹和颜

乐器改革
芨。群。天。。_：越

色上看，与真蛇皮几乎别无二致。

联和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副院K蒋明君对刘正辉

研制的仿生皮是这样评价的：(与真蛇皮相比)仿生蛇皮在

形、音、色诸方面几可乱真，且没有真蛇皮易受气温与湿

度影响的致命弱点。在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方面，

此举是一项有意义、革命性的探索与实践，将有功德于世。

仿生皮京胡在文化部举办的以“乐器·艺术·科技”为

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演艺设备与科技论坛大会上展示后，

反响强烈。出席会议的中国乐器协会会长王根田给予高度

评价：仿生皮有利环保，应努力推广。

为了进一步检验仿生皮京胡声音的实用性、稳定性和

科学性，刘正辉请来中国邮电大学著名声学专家管善群教

-授，在中国音像制品评价中心强吸声录音室，用完全依据丹

麦国际统一标准的测试设备，对仿生皮京胡与蛇皮京胡分

高、中、低三个调门进行了严格的声学频谱对比数据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在同等条件下，从5千～1万5千赫

兹内的频谱图像显示，仿生皮京胡在高、中、低各调上的

声音效果均等于或优于蛇皮京胡。这是科学数据对仿生

皮京胡最有力的论证和支持。

与蛇皮京胡相比，仿生皮京胡到底有哪些特点和优点

呢?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著名京胡教育家吴炳璋通过亲自

演奏，用鲜明的对比方法，向我们指明了二者的本质区别。

首先，蛇皮京胡尽管发音脆亮，但是非常容易受气候干

燥和潮湿的影响而出现噪音和闷音，这是蛇皮的致命弱点。

仿生皮京胡由于不受气候的干扰，所以不会产生噪音，适

合定成纯五度弦，因此，它与小型或大型乐队配合演奏效

果均甚佳；其次，蛇皮使用时间短；仿生皮则使用寿命长。

仿生皮京胡是一个新生儿，从呱呱坠地时起就受到专

业人士普遍关注，他们中许多人很快与它结缘。

维也纳：金色大厅上演“仿生”

2007年2月4日北京时间18时，维也纳金色大厅，来

自北京的中国华夏民族乐团在金色大厅成功上演了2007

年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特地为京胡量身打造了一个大型主题乐曲

——《穆桂英挂帅》，该曲时长20分钟，是音乐会的大轴

戏。华夏民族乐团京胡演奏家曹德维用刘正辉特制的仿生

皮京胡演奏了这首乐曲，美妙的琴声、澎湃的激情、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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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声交汇在一起，涨满了金色大厅⋯⋯

2007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别出心裁的节目Ⅸ炫弦》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著名京胡演奏家千彩

云与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联袂演奏了这首以分别炫耀各自技巧为能事的乐曲。京胡与小提琴一对一的对话

中，有分有合、有呼有应，时而合奏、时而独奏，再辅之以民族鼓乐等，营造了一幅欢快热烈、喜庆祥和的迎

春画面。这种中西台璧的形式新颖独特，此前还没有过，而用于演奏的那把京胡，正是刘正辉制作的仿生皮京

胡。为什么不用蛇皮京胡?王彩云道出原委：仿生皮京胡音质纯净、音色优美，更适合与小提琴一起演奏。

仿生皮京胡一问世，便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许多专业人士的青睐。著名京胡演奏家燕守平、李祖铭、宋士

芳，吴汝俊等都使用仿生皮京胡进行演奏，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近，李祖铭将赴美举办独奏音乐会，为此

订做了三把仿生皮京胡。

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宋飞、柏淼，中央音乐学院二胡教育家刘长福，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沈诚，著名板

胡演奏家姜克美等，他们都喜欢用仿生皮京胡演奏。

去年夏天，在澳大利哐悉尼歌剧院，宋飞把用仿生皮京胡演奏的美妙乐曲献给了那里的听众。有趣的是，一

位省长还买了一把仿生皮京胡，为刘正辉的环保理念鼓与呼。

2007年春节到来之际，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在获悉京胡仿生皮信息后，找到刘正辉京胡工作室，

跟踪采访拍摄厂近一个星期，制作了环保仿生皮专题片。

他言道：我的“仿生梦”会继续

采访中笔者得知，仿牛皮的研制涉及到物理、化学、材料、声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可刘正辉又没有专门学过，他

竟能把仿生皮作为一个科研课题立项并最终研发出来，颇让人有些匪夷所思。这其中的缘故是，在研制仿生皮的过程中，

刘正辉无论遭遇什么难题都会虚心向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的教授和专家求教，这些导师为他及时破解一个个难题。

在制作仿生皮时，刘正辉还要受到化学制剂挥发出来的有毒气体的侵害，使他付出r健康的代价。他多么

希冀有一天，在那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在那先进的流水线上，一条条精美的仿生皮，伴随着那有节律

的机器声鱼贯而出，运往四面八方。那一天到来之时，便是仿生皮普及之日。

原中国戏曲学院党委书记王民忠对仿生皮的研制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继续进行京一胡和三弦等乐器的仿

生皮研究。同时他提议设立戏曲学院乐器改革研究室和组织成立一支环保仿生乐队，为仿牛皮提供～个充分展

示的平台。刘正辉坚定地表示：“在京胡改革和创新的路上．我会一直走下去。”为了环保仿生乐队，为了野生

动物保护，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们企盼刘正辉早日圆成一个更大的“仿生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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