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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剧配乐是京剧的灵魂，在京剧艺术表演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没有

配乐，不成京剧。文章从京剧与配乐的关系，乐器演奏与京剧配乐等几个方面

阐释了对京剧配乐的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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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国粹”，是积淀了民族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的艺

术瑰宝，这种习惯和传统是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国人含蓄、稳健、精致、典雅

的精神品格在京剧艺术里有着最丰富、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京剧在漫长的

历史岁月中逐渐发展演变，逐渐成熟。而伴随而来的京剧配乐也日益兴起，成

为京剧艺术中重要的学科，受到了业界的重视。

1  京剧与京剧配乐

说到京剧配乐，有必要先说下京剧的产生与发展。京剧，顾名思义，是在

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京剧的源头要追溯到几种古老的地方戏剧。1790 年四大

地方戏班，三庆班、四喜班、春公班和春班，先后进京献艺，获得空前成功。

京剧是在徽、汉两个地方戏曲的基础上，吸收一些地方戏曲的特点，以徽调“二

簧”和汉调“西皮”为主，兼收昆曲、秦腔、梆子等地方戏精华诞生并逐渐演

变成的。在 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京剧在唱词、念白及字韵上越来越北京化，

使用的二胡、京胡等乐器，也融合了多个民族的发明，终于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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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京剧形成的时间较一般戏曲时间要晚，但是为戏剧配乐的传统却是古

已有之。例如，在京剧未形成之前，产生于浙江海盐地区的戏曲腔调海盐腔，

其唱腔用弦乐伴奏，乐器有银筝、象板、月面、琵琶等。伴随着社会的安定和

谐，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京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京剧的不断发展，

它的配乐也在不断变化：从传统民乐，到大型管弦乐伴奏，一直到钢琴伴奏，

由中到西，洋为中用，慢慢发展着。音乐是戏曲必不可少的，它包括声乐方面

的唱腔和念白，器乐文武场面的伴奏和过场音乐等。京剧配乐是全剧演出的一

个重要环节，是自始至终联系剧情的纽带，在剧中起渲染气氛、烘托人物、掌

握节奏的作用。

2  京剧配乐的类型

传统的京剧配乐分管弦乐与打击乐。其中，打击乐是京剧伴奏乐器中的灵魂。

京剧的“唱”“念”“做”“打”完全按照规定的节奏进行。“唱”要有板有眼，

“念”要抑扬顿挫，“做”则是舞蹈，而舞蹈必须表现出鲜明的韵律，谁来控制、

体现掌握全场演出的节奏，人物情绪和唱腔的演唱，那就是打击乐。管弦乐器

有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弦，称为“文场”；打击乐器有板、单皮鼓、大锣、铙、

钹等，称为“武场”。文场由主胡（琴师）主管，武场由打鼓佬（鼓师）执掌。

文场即“管弦乐”。京剧最初形成时伴奏乐器很简单，仅有我们通常所谓的“京

剧三大件”，即京胡，京二胡和月琴。随着艺术日趋完美，才逐渐丰富起来。

乐器不断丰富多样。此处仅举出几种乐器加以说明：

（1）京二胡：用二胡为京剧伴奏，始自 1923 年梅兰芳排演的《西施》，

丰富了低音区。

（2）月琴：这是为老生伴奏的主要乐器之一，节奏明快，补充了中音区。

（3）三弦：在未突出月琴之前，三弦很重要，是文场的三大件之一。

（4）笛子：是管乐中的主要乐器。有些昆曲剧目专用笛子伴奏。而在清代时，

二簧调在伴奏上，曾将胡琴改为笛子，是为了对付清政府对昆曲的一些“禁令”。

（5）唢呐、海笛：由于二者的音质和音色不同，唢呐一般用于伴唱，海笛

一般用于乐曲。京剧中的鸡鸣、鸟叫、马嘶之声都用这二种乐器摹仿。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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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京剧改革，乐队中加进大阮、中阮等，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武场的乐器主要是“打击乐”，不仅武戏用，文戏也用。乐器有：

（1）单皮：这是一种单面蒙皮的鼓，打鼓人称“鼓佬”，是整个场面的指挥，

快慢节奏全由他掌握。

（2）大锣：根据音色、音调分为“三光（虎音锣）”、“二光（奉锣）”和“大

光（苏锣）”。还有低音雄厚的大筛锣。

（3）小锣：与大锣的音调对比极为鲜明。大、小锣交替打击可得出较强的

节奏效果。小锣单打则有安闲、恬静之感。

（4）铙钹：是夹在锣之间的乐器，与大小锣配合起来表现各种情绪和气氛

的作用。

（5）大铙：音低沉，衬托大将的威风气度。

（6）唐鼓：也叫堂鼓，两军交锋时使用，加强战斗气氛，也是军队和人马

的象征。

其他还有声如沉雷的大鼓、表现欢乐的堂锣、齐钹、云锣、及特殊环境时

用的木鱼、碰钟等。上述打击乐器的演奏程式，有一套锣鼓经，常用的固定打

法约 60 多种，如急急风、四击头、冲头、丝边以及配合唱腔板式的倒板头、哭头、

反长锤等等。

3  月琴与京剧配乐

在京剧未正式形成前，月琴就曾为其他地方戏曲进行配乐。据《燕兰小谱》

记载：“蜀伶新出秦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

月琴辅之，工尺咿唔如话，旦色之无歌喉者，有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

寡妇上坟》，寻音赴节，不闻一字，有如傀儡登场。”这段史料，不仅让我们

领略到秦腔音乐的优美，更让我们从中看到，月琴作为主要戏曲配乐的历史十

分悠久。而月琴作为戏曲配乐的主要乐器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晋代。约从

唐代起就有月琴之名。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京剧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艺术，早已经成为世界

的艺术瑰宝了。梅兰芳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把京剧推广到了世界，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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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认识了京剧。从此梅兰芳代表的京剧艺术表演，被推崇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之一。

作为一名京剧配乐的演奏者，我热爱京剧，而不论哪个时期的京剧大师们

也都在用他们的努力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京剧艺术。我相信，京剧将会被振兴，

将再次繁荣于现代舞台，而京剧配乐也将随之更加得到长足进步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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