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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艺术在京剧中的运用初探

尚靖雅

古筝，是我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

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的表现力。京剧，则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被称为

中国的国粹。

筝乐与京剧音乐都是我国影响广泛且富有特色的音乐种类。现代京剧音乐为

了进一步增强其艺术表现力、拓展艺术空间，开始积极地吸纳、融合其他乐种的

音乐特点，为京剧增添了新鲜活泼的血液-----古筝，同时促进了古筝音乐艺术

在当代音乐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在古筝音乐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对京剧音乐吸

收融合方面尤其令人瞩目。古筝与京剧相关的研究也有一些，如中国戏曲学院李

军副教授的《京剧乐队中的特色乐器——古筝》等文章。然而近些年，古筝逐渐

成为一些剧种中的主奏乐器。笔者在参加新编传统剧目和现代剧目的演出实践

中，把中国的民族乐器---古筝与中国的国粹----京剧 美妙的融合在一起，使戏

曲音乐更具感染力，更好的烘托了剧情，逐渐建立起了古筝在京剧音乐中的重要

位置。笔者继前人的研究，结合自己多年的京剧艺术实践，进一步探索古筝和京

剧的关系。

一、古筝在京剧乐队中的初现

至魏晋两朝，筝已经是为歌曲伴奏的“丝竹更相和”的重要乐器之一。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筝一直具有着为其他声歌艺术伴奏的特征，并在历史的积

淀中留下了许多传统曲目。京剧乐队也随着发展而不断壮大。

（一）早期的京剧“文场”：

京剧乐队过去俗称“场面”，又分为“文场”和“武场”。“文场”即:拉弦乐、

弹拨乐和吹管乐,“武场”是京剧伴奏中的打击乐队,所以京剧乐队也称为“文武

场”。

1、京剧乐队早期的“文场”：

在京剧中，“文场”多为京剧唱腔和京剧念白音乐服务，也就是我们经常欣

赏的京剧音乐。

早期“文场”的“三大件”，即：京胡、月琴、小三弦。“三大件”始终贯穿

于京剧唱腔的伴奏中, 使京剧音乐具有独特的韵味, 但是, 京剧伴奏的 “三大

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 最早京胡的音质尖亮有余而宽厚不足,月琴的音质浮飘

而余音欠缺,小三弦的音质坚实而少浑厚。因此, 京剧乐队的改革势在必行。

2、 后来，京剧乐队形成了“文场”的“四大件”，增加了京二胡，梅兰芳

大师与琴师王少卿先生研究,增加了音色宽厚明亮的京二胡,形成了京剧的“四大

件”。这也是“文场”的基本模式,在音响的厚度上有了相应的提高。京剧乐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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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笛子、项呐都是

由三弦和月琴的演奏者来兼任的,不设专职人员。（如图）

数十年以来,在戏校学习京剧伴奏专业的学生,也是按这“八大件”（即“文

场”“四大件”和“武场”“八大件”）来确定专业属性。京剧乐队的“武场四大

件”自从确定以来,没有什么更新的模式,而在“文场”的组合方面,一直存在着

创新求变的举措。所以说，京剧主伴奏的乐器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有变

化的。

前面提到，京剧乐队中过去没有京二胡，是梅兰芳为了《西施》这个剧目，

把京二胡引进到了京剧中来，从此，京二胡变成为了京剧乐队中不可缺少的乐器

之一。王少卿先生，自 1924 年在与梅兰芳先生合作编排《西施》一剧的同时，

发明和创建了京二胡这门专业，弥补了京剧乐队无中音区的空白，大大加厚了京

剧乐队的整体音色和效果，也确立了京二胡在京剧乐队中的位置，一跃成为京剧

乐队文场中的第二位，仅排京胡之后。1950 年中国戏曲学校特设立了京二胡专

业由专人学习京二胡沿袭至今。可见京二胡在京剧乐队中的重要性和位置是不一

般的。

在这个时期，古筝还没有进入京剧。

（二）20 世纪文化大革命“样板戏”时期的京剧乐队：

这个时期，古筝已开始进入伴奏民族管弦乐团的大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出现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杜

鹃山》等“革命样板戏”,这些剧目不约而同地加用西洋管弦乐伴奏,在这个时期，

戏曲伴奏无论从音乐表情方面、音色、音区方面、音响气势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度。但古筝，在这个时期，只适用于京剧伴奏的民族管弦乐队中的伴

奏声部，并非那么重要。

（如图）（样板戏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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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古筝只是作为民族乐团里的伴奏成员，零星点缀京剧音乐，

但京二胡却慢慢发展成形，特别是现代戏尤为突出，只要有声腔，京二胡都会介

入的，京胡和京二胡 “各行其道”有两种不同声部的演奏，其目的是丰富旋律

的韵味和烘托剧情，这是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和需要而发展。可见，创新与发展

对于京剧艺术是很有必要的。

二、古筝在京剧乐队中地位的转变与发展

京剧是人们喜爱的剧种, 素有国粹之称, 它的唱腔既高亢挺拔又委婉动听

令人陶醉。它的伴奏以京胡为主, 以月琴为辅, 形成了 “三大件”始终贯穿于

京剧唱腔的伴奏中, 使京剧音乐具有独特的韵味, 但是,京剧伴奏仍有不足之处,

特别是为现代戏伴奏就显得有些单薄, 力不从心了。因此,继京二胡的创新之后，

京剧乐队必将不断发展、壮大。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京剧吸收了昆腔、梆子、秦腔、等声腔的素材，也吸

收了民间鼓吹乐、丝竹乐等器乐曲牌。在京剧吸收的艺术种类中，许多原本都使

用古筝来伴奏或合奏，古筝也就随着这些艺术形式进入到了京剧伴奏乐队之中。

建国后兴起的京剧现代戏，多用规模宏大的中西混合交响乐队伴奏，古筝则更其

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近古时期：

在汉、魏时期，筝已是《相和歌》和民间集会余兴中不可缺少的伴奏、合奏

乐器。古筝音乐与戏曲艺术几乎经历了同样漫长的历史变迁，具有共同的历史文

化底蕴。

（二）直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前期：

这是从传统戏曲音乐过渡到现代戏曲音乐的重要时期。现代音乐作曲手法的

引进,使这一时期的戏曲作品面貌一新。如：在京剧《杜十娘》中，中国戏曲学

院音乐系前系主任关雅浓教授就大胆运用古筝来作为杜十娘和李甲在江边对白

时的背景音乐。古筝左手演奏的“按、揉、颤、滑”和右手动听的旋律，使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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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物得以充分的展现，达到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三）文革时期：

兴起的京剧现代戏“样板戏”多用规模宏大的中西混合交响乐队伴奏，古筝

则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随着古筝慢慢开始进入京剧伴奏乐队，使本来稍显单薄的京剧音乐变得丰富

华美,而且赋予它更强的表现力，烘托了人物和剧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

化素质、艺术审美情趣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要求戏曲乐队也要进行改革,才能

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

（四）当代京剧：

随着新编传统戏和现代戏的不断涌现，京剧对乐队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从

过去京剧的“三大件”到“八大件”，到后来的整个民族交响乐团/西洋交响乐团

的加入，再到现如今，除了“八大件”以外，笛子、唢呐、笙、阮、古筝、琵琶、

已是不可缺少的京剧乐队乐器了，可见京剧乐队在日益丰富、壮大。

京剧乐队中三大件是极为重要的主奏乐器，但缺少其它弦乐和弹拨乐的紧密

配合尤其是古筝等，整个音响效果、气氛和舞台人物的情感调动就显得单调、无

味，使舞台和乐队之间缺少生气。

近十年，京剧乐队发展迅速，特别是一些新编现代戏的乐队。古筝在京剧乐

队中则是一件表现力极强的乐器，它能根据需要，运用它独特的传统演奏技法和

现代演奏技法来演释、烘托人物与剧情，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笔者参与的国

家大剧院筹办的新编历史剧京剧版《赤壁》、京剧名家李宏图先生的新京剧《蝶

海情》、新编传统京剧《谢瑶环》、《麻姑献寿》、京剧小剧场剧目《昭王渡》、《浮

生六记》等，古筝不仅能在京剧音乐中独奏，还能丰富乐队的和声，重要的是现

在还能单独跟腔演奏。可见，古筝在京剧乐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切不可忽视

古筝对于京剧音乐的重要性。

三、古筝在当代京剧乐队中的重要体现：笔者以主创身份参与制作新京剧

《惜-娇》

古筝在京剧乐队的伴奏中是一件非常难得而不可缺少的重要民族乐器之一，

是京剧艺术之下的京剧乐队中的重要组成。

最近，正在热演的新京剧《惜-娇》，是根据传统京剧《乌龙院》改编的现代

京剧，这出现代京剧的亮点；一是由古筝独奏开场（这是京剧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二是把古筝作为主奏乐器，全乐队停止，由古筝和人声———京剧声腔融合在一

起，共同演绎，使整个作品焕然一新。笔者作为新京剧《惜-娇》的主创人员之

一，参与制作了这出新京剧的整个制作过程，感受颇多。古筝以它独有的特性以

及丰实的演奏技巧和音乐表现力，在京剧乐队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演奏者

不紧要弹好音乐旋律、弹好唱腔，还要背熟剧本（先前没有过的），根据剧情需

要加入古筝。古筝在这出新京剧中创下了许多古筝在京剧史上的第一次。如第一

次古筝独奏开场、第一次古筝作为主奏器乐、第一次要求古筝演奏者背京剧剧本

等等。无论是开幕曲的独奏，还是念白音乐的单独完成，还是背景音乐的音响效

果，还是跟腔的艺术语言，都完美的诠释了“京剧古筝”这个新名词，虽然古筝

本身是一件极富表现力的独奏乐器，既有它的个性又有和其它乐器之间的共性，

它依然能在京剧乐队的伴奏中散发出它自身的艺术魅力，展示它优美无比的声音

和其独特韵味。同时，古筝凭借着乐器本身的声腔化优势，以独特的传统技法和

现代手法，更好的融合京剧，更好的诠释京剧唱腔，这是令人可喜的成果。

图为谢振强先生（著名戏曲作曲家、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系主任）和李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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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给《惜-娇》剧组说戏、排练乐队。

图为笔者和京胡演奏家为新京剧《惜-娇》录制宣传片音乐

新京剧《惜-娇》剧本及古筝音乐演奏谱：

四、用古筝作为主奏仍是京剧味道的原因：

（一）戏曲的魂是韵味——腔调，腔调的根基是语言。

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教授曾经提到，语言中有一种分类，即在全世界分为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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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非声调语言，二者几乎各占一半。声调语言的本质是，其字调具有辨意性

（如：妈、麻、马、骂，不同的声调是不同的意思。）；在非声调语言中，只有情

绪起伏，无辨意性（如：拉丁文字等）。在有辨意性的声调语言中，又分为两类，

一种是高低型，即一般为多音节词；另外一种是单音节，如汉藏语系(中国语言)，

即每个字不仅有字调变化，还有旋律性（即：语言本身就有旋律性），所以使用

单音节语言的民族，他的音乐往往与语言结合的特别紧密，因此我国戏曲声腔的

基础即是中国声调语言。

当把语言的旋律性融入到戏曲旋律中去，戏曲声腔则会表现的跌宕起伏，那

么如果把语言的旋律性再移植到器乐中去，将其器乐化，做艺术夸张处理，那么

旋律性自然会特别强。声腔化在众多民族器乐中，古筝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

古筝与戏曲相关的研究目前尚少，其中有如：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教授的《试

谈陕西筝的学术地位——兼谈周延甲先生的独特贡献》、沈阳音乐学院古筝教师

李宜铭的《承“歌呼呜呜”，兴陕西筝派——周延甲“声腔化”筝乐的追求及启

示》、焦金海先生《筝乐苦音的研究》、河南筝演奏家曹桂芬在《曹派古筝艺术与

河南戏曲的关系》等文章。

（二）古筝的声腔化优势：

在众多中国民族乐器中，古筝的戏曲声腔化是走在前列的，古筝也是较早实

践“声腔化”的乐器，后代诗词“秦筝吐绝调”中的“绝调”就充分展示了这件

乐器在行腔做韵上的表现能力。古筝优势在于，古筝的右手能展现音乐的音头（类

似于语言中的字头），同时左手还能通过按音、颤音等技法保持旋律延展性，而

二胡则多能表现旋律延展性却不能强调字头，琵琶能强调字头却不能表现旋律延

展性，古筝是既能用右手强调字头，又能用左手保持旋律延展性的乐器，所以对

于器乐声腔化，古筝特别有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则是周延甲先生创立的“声

腔化”的陕西筝派，与古老秦声传统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古筝演奏家们为了能

在各自乐器上体现出唱腔音乐那迂回曲折、如诉如歌的声音，一直努力追求着“声

腔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五、古筝如何在京剧乐队中展现魅力

（一）古筝的特殊魅力

古筝虽是一件独特、华丽的独奏乐器，但古筝的音质特别适合在京剧乐队中

使用。上世纪 50 年代起，它就慢慢加入到京剧中，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运

用它独特的传统演奏技法和现代演奏技法来演释、烘托人物。

古筝的特殊魅力在于其运用独特的传统演奏技法和现代演奏技法（柔、按、

滑、颤和摇指、琶音、双抹、大撮、小撮等）来展现古筝声腔化的优势，其次古

筝音乐有很大的张力、就像京剧那样。这种特殊魅力，不仅能表现独奏、重奏、

合奏、伴奏、伴唱等表现形式，还能与很多艺术相融合，丰富艺术表现力。

（二）如何运用演奏技法在京剧中展现古筝的魅力

古筝，现在作为京剧伴奏的一件重要乐器，笔者实践发现，古筝的音乐多用

于花旦、青衣、小生这三种角色，旦角里又多与梅派、程派相结合，笔者根据实

践，已经逐渐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演奏方法。在京剧音乐记谱中，虽然没有独

奏曲在曲谱标记和技法上那么系统、完善，但实际上，古筝在弹奏每一段音乐或

唱腔时都有固定的弹法，有一定的演奏规律。那么，笔者通过实践总结，这种演

奏规律、演奏方法有哪些呢？

1、古筝在京剧音乐中的音乐形式大致会以三种形式出现：

（1）背景音乐：即，念白音乐，一般是在京剧中，演员念白时，以背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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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效果出现，来烘托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绪。念白音乐一般比较自由，节奏也不

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演员在舞台表演时的需要，可无限反复，直至念白结束，找

任意收头停止音乐。

群奏：即多种乐器一起演奏念白音乐，其中至少有京胡或京二胡一种，古筝

充当伴奏角色，多弹奏伴奏旋律或主旋，跟着京胡/京二胡演奏即可，依剧情需

要随时结束音乐。

《谱例》：京剧《谢瑶环》“花园盟誓”背景音乐。

独奏：即所有乐器停止演奏，古筝独奏念白音乐，这时对演奏者的要求便有

所提高。因为旋律的长短和节奏的快慢是不固定的，要根据演员的人物情绪和剧

情需要，做快、慢、强、弱的处理，在演奏的同时还要注意演员的念白，剧情的

发展，随时准备结束念白音乐，在结束时不能仓促收尾，演奏者要在旋律中找收

头，自然结束旋律。演奏时不仅用到左手的“按、颤、揉、滑”以及扫弦等，右

手的摇指、单音旋律，双手的琶音、大撮、双抹，还会用到在筝马左侧刮奏的音

响效果，来表现恐怖、阴森的念白环境。

《谱例》：新京剧《惜娇》一场背景音乐，古筝独奏完成。

（2）序曲/幕间曲音乐：一般多为乐队的齐奏或重奏，依照谱面正常演奏即

可。

重奏：如新京剧《惜娇》序曲，由古筝、京胡主奏，其他乐器伴奏的序曲。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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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奏：由古筝独奏完成闭幕音乐，如新京剧《惜娇》的第四场闭幕。（谱例）

（3）古筝跟腔的音乐：器乐作为声腔的伴奏，跟着声腔的发展，一起完成。

如何才能将京剧声腔与古筝音色完美表现呢？那就是凭借古筝这门乐器自身的

声腔化优势，以及依据演员、板鼓的演唱、演奏规律、技巧来形成我们京剧古筝

的演奏规律。作为一个演奏者、伴奏者，首先要了解以上这些专业知识内容，根

据演员的行当、流派、板式，来设计我们的伴奏手法。

群奏：即多种乐器一起演奏，京胡多为主奏，其他乐器跟着京胡演奏，京胡

则需要跟着演员的唱腔，附和唱腔左右，烘托唱腔。

《谱例》：新京剧《惜娇》唱腔，古筝跟随京胡等乐器重奏唱腔。

独奏：即所有乐器停止演奏，古筝单独跟腔，以主奏的形式出现，替代过去

京胡的角色，用古筝衬托戏曲声腔，这就对演奏者有了更高的要求，演奏者对剧

情应有比较深得理解，对京剧声腔变化掌握准确。正确的伴奏声腔方法是把乐谱

“弹活”/ “活弹”。准确把握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用音乐语言加以描绘

和烘托。在舞台上伴奏最好能背下来曲谱，这样做能更好的与指挥（鼓师）和演

员交流，能专心注意演出的变化，对场上临时发生的各种情况能够随机应变。如

新编京剧《惜-娇》。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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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京剧音乐中的古筝演奏技法：

古筝的演奏技法繁多，无论是左手、右手还是双手，都有助于更好地展现古

筝的音响效果。左手的“揉、按、颤、滑…”,右手的“打、勾、抹、托…”、摇

指等，双手的“刮奏”、“琶音”等，这些都是其他乐器不可取代的，并且这些特

殊音响效果给戏曲艺术、特别是京剧艺术带来了崭新的面孔。运用古筝这些演奏

技法，演奏出特别的旋律，从而丰富京剧音乐、创新唱腔音乐，这是近些年古筝

在京剧音乐中的重要成果。

那么，有哪些技法是在京剧中经常用到的呢？

（1）刮奏：是古筝在京剧音乐中最常见的技法之一，它也是古筝最有代表

性的一个技法，是任何乐器模仿、取代不了的一个技法。刮奏技法可以丰富音乐

效果，使这个京剧音乐更饱满。另外，在筝马左边的刮奏，可以模仿鬼魂等阴暗、

恐怖音效，是其他乐器不能比拟的。

如：新京剧《惜娇》中宋江杀死阎惜娇后，那种恐慌、害怕、阴暗的情绪就

需要用筝马左边的刮奏表现出来。（如图）

（2）按、揉、颤、滑等左手韵味技法：

古筝左手的按音技法也是古筝独有演奏技法，可以通过对技法的运用来表达

古筝声腔化、声腔器乐化的效果，更好地传递演员的情感和剧情的情绪。

如：新京剧《惜娇》中，阎惜娇与张文远偷情时的暧昧场景，这时需要左手

“揉、按、颤、滑“的技法，表现甜蜜、羞涩的情感，同时各种按弦技法根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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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动作做节奏上的处理，是音乐与演员的动作融为一体。（如图）

（3）琶音：

琶音是带有和声效果的演奏技法，它能丰富音乐支体语言，使旋律更优美更

动听。这也是京剧音乐中常用的技法之一。

乐队是京剧语言的骨骸, 是戏曲表演的命脉,演员表演如果没有伴奏, 就如

同哑巴一样黯然失色。京剧艺术中,加入弹拨乐和弦乐的相互密切配合，乐队因

此变的厚实、丰满而不单调，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情感上更加深刻而贴切，整个

舞台的情绪和气氛就自然而然的生机起来。由此可见，无论是弦乐还是弹拨乐，

在京剧乐队中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六、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先前有过一些关于古筝与戏曲/京剧的论述、文章，但笔者

走进京剧以来参加了一些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的排练和演出艺术实践，将学校所

学的理论、演奏技法与实践相结合，慢慢探索出一条新的古筝演奏道路，通过笔

者的多次演出实践，从此，京剧院增加了古筝的乐队配置，不但只是增加，只要

是新编京剧几乎都离不开古筝的身影，甚至把古筝慢慢开始作为了主要伴奏乐

器，但这种形式目前尚少，还没有广泛应用，也许有些人认为，用古筝做主奏乐

器，京剧就不姓“京”了，但实践证明，他还姓“京”，还是京剧，也被广大观

众接受和认可，古筝有声腔化优势，能更好的融合京剧。古筝是件非常受欢迎的

乐器，各种技术效果产生出来的古筝的美，使人感受到视听艺术美的享受，京剧，

则也是备受关注的一门艺术，它集唱念坐打于一身，是一门非常精彩的艺术，古

筝融合京剧，不仅会受到京剧戏迷的关注，同时对于喜爱筝曲的观众来说，也会

大大去关注二者的结合，无形中，拓展了观众群体。实践证明，古筝在京剧中出

现与存在的合理性，同时，经过实践，也证明了古筝在京剧音乐中的必要性。

探索“京剧古筝”的演奏技术和伴奏规律，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因为京

剧是国剧，古筝又是极富戏曲声腔化优势的中国传统乐器，时代发展要求古筝演

奏不仅具有伴奏唱腔、丰富音效效果的功能，而且还要进一步规范古筝在京剧音

乐演奏中的记谱法、创新演奏技术，以适应现代京剧音乐发展的需要。京剧是多

声腔剧种，吸收了全国各地方的戏曲，如何把京剧声腔用古筝声腔化优势表现出

来？是吸引着我们去探索的一条路，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探索之路，要想走好

这条路，必须熟悉、精通京剧各种声腔的魅力，并把它运用到古筝中，要走的路

很长，但这是吸引着我们去探索的一条路，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探索之路。

周延甲先生早年非常喜欢戏曲，正是受戏曲音乐的影响，周延甲先生把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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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腔融入到了古筝演奏中，表现出地地道道的秦声风格。而我们作为走进京剧的

青年古筝演奏者，当仁不让的必须要去承担这份责任，我们要努力学习、掌握京

剧多声腔剧种的丰富的声腔，将其融入古筝，拓展京剧古筝广阔的天地。

通过笔者在京剧院团中的排练、演出实践，慢慢不断总结实践和完善，借鉴

京剧三大件的伴奏经验，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刻的研究，开发出更多较新的适用于

京剧乐队中的各种演奏规律，创造出更多“京剧古筝”的音乐，让更多的习筝人

喜爱并运用它，让古筝这件民族乐器中的瑰宝，更好地服务于京剧之中，继续发

挥它的重要作用；同时在京剧的潜移默化下，塑造出更多很好的“京剧古筝”作

品。希望诸位同仁广发言论、积极探讨，为使古筝能够更好地发挥在京剧音乐中

的作用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