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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豫剧乐队的改革 

◎ 铜川市秦腔剧团  ◇ 董兆华 

   豫剧乐队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三弦手”，到后来加入的板胡、二胡、琵琶、三弦、唢呐、
笙等民族乐器，使豫剧音乐的形式和内涵更加丰富。如今，随着西洋乐器的介入，豫剧乐队也
逐渐开始“西洋化”。大、小提琴，木管，铜管，甚至电子琴也挤了进来，成了小型的交响乐
团。那么，西洋乐器是否是今后豫剧音乐的主流？豫剧音乐难道也要西化？下面谈谈我的几点
看法，供大家探讨。 

    豫剧乐队的作用和特点 

   豫剧乐队是为豫剧剧目的唱腔以及剧情服务的，对演员的唱腔、道白、动作起着指挥、衬
托的作用。所谓指挥，即控制演唱的节奏；衬托则起着烘托剧情和演员情感的作用。在唱腔
上，演员和乐队要有默契的配合，节奏的快慢、强弱都要根据旋律的需要来进行。道白或动作
的场景，有时也需要音乐的烘托，这样才能加强剧情之间的连接。原先的“三弦手”为什么要
改革？主要是因为乐队的乐器配置过于单调，在旋律的进行上只是单一的“小合奏”，不适应
剧情发展的要求，而且缺少主旋律，即乐队缺少“领头羊”。豫剧乐队加入“板胡”以后，效
果上大有改进。后来又加入笙和二胡、低音胡以及笛子、唢呐，使得高、中、低音音域齐整，
弓弦乐器、拨弹乐器、吹奏乐器也较为齐全，豫剧音乐便产生了和弦效果，使豫剧乐队建制和
功能方面趋于全面化和正规化。 
    豫剧乐队使用的乐器，所演奏的旋律与豫剧唱腔的特点是相辅相成的。豫剧唱腔多用滑
音，个别音符明显区别于正常的音符音高。这种情况常见，如#4，豫剧唱腔中的#4要比正常十
二音律的#4低一点，使用民族乐器可以正确地表现这一特殊的音高。如何选取乐器，一要根据
豫剧唱腔的特点来选取，二要根据剧目的需要来配器。 

西洋乐器的运用与探讨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洋乐器逐步加入豫剧乐队的家族，使豫剧音乐更加丰富和多样
化，对戏剧音乐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一个新问题也伴随产生，即戏剧音
乐是否一定要使用西洋乐器这一争论。 
   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首先，这不是使用不使用，而是适用不适用的问题。以大提琴为
例，目前大多数乐队都用它来代替低音胡，因为它的低音效果好、音域宽，能演奏出戏剧的效
果。而木管和铜管乐器则另当别论了，它们属于“死音”乐器，不能做滑音变化，即使演奏者
的技术再高超也难以达到戏剧唱腔中滑音的效果。由此可见，用不用西洋乐器伴奏的关键问题



是适合不适合。其次，西洋乐器的演奏者对戏剧音乐的旋律特点、演奏风格、演奏技巧的深入
研究很匮乏。即使是一个民族乐器演奏家，如果没接触过豫剧，或者对豫剧音乐的旋律不熟
悉，给其一张豫剧曲谱，虽然可以完整地拉下来，但绝对演奏不出豫剧的味道。乐器怎么用，
用在什么地方，应该根据剧情、唱腔的需要来选择。最后，就是西洋乐器的音量问题。众所周
知，西洋乐器音量普遍较大，与民族乐器配合时往往会覆盖了民乐声音，像板胡这样的高音量
乐器有时也会被压得听不清声响。因此，如果音响效果上失去了平衡的话，就会影响豫剧本来
的味道。 

豫剧音乐改革方向的追寻 

   豫剧音乐改革在豫剧改革的话题里首当其冲。本人认为，不论音乐怎么改，让人一听就知
道是豫剧，才是最主要的。豫剧音乐的口传心授、即兴演奏，与交响乐队的规范演奏如何协
调？中西方乐器声响怎样做到平衡……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后寻找出解决
问题的最佳方案。在探寻豫剧乐队发展的出路时，我们应该明白求新并不意味“新”的就一定
是好的，不“新”就一定不好。豫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对乐器
的配备和音色的配器有着严格的要求。而这些已经在观众的心里形成了习惯，成了定式。要想
征服观众，就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的、为广大受众所喜爱的
精品力作来。谈到尊重传统，有人可能会说那是落后的表现，其实不然，传统的豫剧音乐有着
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推广豫剧起着一定的作用。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才能体现出
它真正的价值，因此，豫剧音乐的改革也应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为出发点。豫剧音
乐中优良的传统部分我们应该守住，但是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会让它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创新中
求发展才是寻求出路的根本，当然改革的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在确定了改革的决心和正确
方向后，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地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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