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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采茶戏笛子演奏在戏曲表演中的渲染作用

宋爱平

江西赣州市宁都县文化馆，中国·江西　赣州　342800

【摘　要】宁都采茶戏作为江西地方戏曲的代表之一，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戏曲表现手法，在戏曲艺术中占据重要

地位。其中，笛子演奏不仅作为音乐伴奏，更在戏曲表演中起到了重要的渲染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宁都采茶戏的音乐特

色，探讨笛子在戏曲表演中的具体功能，包括情感表达、情境烘托、人物塑造及节奏调控等方面，旨在揭示笛子演奏在戏

曲舞台表现中的独特价值，并为戏曲音乐的传承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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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宁都采茶戏作为江西传统地方戏曲之一，起源于清代，

融合了民间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深

受广大观众喜爱。在戏曲表演中，音乐不仅是表演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直接影响戏曲的艺术表现力。笛子作为宁都

采茶戏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以其明亮、清脆的音色，为

戏曲演出提供了极具渲染力的音乐氛围。本文拟从笛子演

奏的角度，探讨其在戏曲表演中的具体渲染作用，并分析

其对戏曲表现力的影响，以期为宁都采茶戏的传承与发展

提供理论参考。

1　宁都采茶戏的音乐特征

1.1　音乐结构的地域性

宁都采茶戏的音乐风格深受江西民间音乐的影响，体现

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韵味，其旋律结构、调式特点、

节奏形式等均展现出浓厚的地方戏曲色彩。旋律方面，宁

都采茶戏多采用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强调

流畅的旋律线条，使音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叙事性。

五声音阶的使用不仅增强了戏曲的民族风格，也使得旋律

更加柔美流畅，符合南方地方戏曲轻盈婉转的音乐特征。

且宁都采茶戏的音乐节奏灵活多变，节奏型的丰富性使其

能够适应戏曲不同情境的表演需求。在欢快的情节中，常

采用轻快活泼的节奏型，配合跳跃性较强的旋律，使演出

更加生动活泼；而在表现抒情或悲伤情感时，则使用舒缓

悠扬的旋律，增强情感表达的深度。宁都采茶戏的伴奏织

体通常采用主旋律突出、伴奏简洁的音乐结构，以突出戏

曲的叙事性和戏剧冲突的表现力。其伴奏乐器以打击乐、

管弦乐和弹拨乐为主，笛子、二胡、三弦等旋律乐器负责

主导音乐线条，而鼓、锣、钹等打击乐器则承担节奏支撑

的功能。这种音乐织体的安排不仅能够突出演员的唱腔，

还能在适当的时机加强戏剧张力，使戏曲演出更具感染

力。且宁都采茶戏的音乐结构还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方言

特色和民间传说，使得每一出戏都充满了浓厚的地方文化

气息。方言的韵律和语调在音乐中得到了巧妙地运用，使

得观众在欣赏戏曲时能够更加亲切地感受到剧情的起伏和

人物的情感变化。同时，民间传说的融入也为宁都采茶戏

增添了神秘而独特的色彩，使得其音乐结构更

1.2 　笛子在戏曲伴奏中的作用

笛子，作为宁都采茶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旋律乐器，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明亮的音色和宽广的音域使其成

为表现戏剧情感的绝佳工具，能够引导旋律、营造氛围、

塑造角色形象以及调整戏曲的节奏。在宁都采茶戏的舞台

上，笛子的运用灵活多变，无论是独奏还是与其他乐器的

合奏，都能显著提升音乐的表现力，为戏曲注入生动与趣

味[1]。首先，笛子在旋律引导方面的作用尤为关键。作为

主要的独奏乐器，笛子往往在戏曲开场或关键情节中奏响

主题旋律，为整场演出设定音乐基调。在戏剧高潮来临之

前，笛子通过简短的旋律片段，预示即将展开的戏剧冲突

或情感高潮，从而为戏曲的表现增加层次感。其次，笛子

在渲染戏曲氛围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在戏曲的高潮或情

感激烈的时刻，笛子通过音调、节奏和演奏技巧的变化，

有效地增强了戏剧的张力。再次，笛子在人物形象塑造方

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宁都采茶戏中的角色通过音乐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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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而笛子的演奏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个性表达。最

后，笛子在戏曲节奏的调控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戏曲节奏的变化对观众理解剧情至关重要，笛子通过调整

旋律的快慢，直接影响戏曲的整体节奏[2]。

2　笛子演奏在戏曲表演中的渲染作用

2.1　情感表达的深化

笛子在宁都采茶戏中的演奏具有强烈的情感表达功能。

不同的演奏技巧和音色变化可以直接影响戏曲人物的情绪

表达。如在表现悲伤情绪时，笛子常用低音区的缓慢旋

律，加之适当的颤音，使音乐带有哀婉之感；而在表现欢

乐或兴奋的情绪时，则采用高音区的快速旋律，增加装饰

音，使音乐更加活跃生动。这种通过音乐表现人物内心情

感的方式，使观众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戏曲人物的心理变

化，从而增强戏曲表演的感染力。笛子演奏在戏曲表演中

还起到了烘托戏剧情境的作用。在宁都采茶戏中，笛子常

用于表现自然景象、戏剧情节的转变或特定环境的氛围[3]。

在描绘春天的田园风光时，笛子会以轻快的旋律、跳跃的

节奏模拟鸟鸣、流水等自然声音，使观众在听觉上感受到

场景的生动性。而在表现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时，笛子

的快速音阶和滑音则能够增强紧张感，渲染出紧迫的戏剧

氛围，使观众更加投入剧情之中。

2.2　人物性格的塑造

笛子演奏不仅能够反映人物的情感状态，还能塑造人

物的性格特征。在宁都采茶戏中，不同角色常采用不同的

音乐主题和演奏方式。例如，年轻女性角色的出场常用柔

和、婉转的旋律，结合滑音和倚音的装饰，使音乐具有灵

动的特性，而年长男性角色的音乐则以沉稳、低沉的音色

为主，表现出稳重和威严的气质。通过笛子音乐的个性化

表现，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鲜明，增强了戏曲的艺术

感染力。戏曲表演中的音乐节奏直接影响观众对剧情的感

知，而笛子演奏在调控戏曲节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宁都采茶戏中，笛子可以通过加快或减慢节奏、调整旋律

线条的流畅度来影响戏曲节奏。在戏曲高潮部分，笛子的

急促演奏能够增加戏剧紧张感，而在抒情段落，舒缓的旋

律则可以帮助演员更自然地表达情感，延续戏剧氛围。这

种节奏调控不仅提升了戏曲的艺术表现力，也增强了戏曲

的整体连贯性。笛子演奏还能通过不同的技巧和音色变化

来突出人物的心理变化。例如，在表现角色内心的挣扎和

冲突时，笛子可以采用断奏和颤音的技巧，使音乐带有一

定的紧张感和不稳定性，这种音乐表现能够深刻揭示角色

内心的复杂情感。四、宁都采茶戏笛子演奏的发展与传承

宁都采茶戏的笛子演奏技艺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套

独特的演奏风格。传统演奏技法主要包括颤音、滑音、倚

音、花舌等技巧，要求演奏者具备高度的音乐表现力和戏

曲理解力[4]。近年来随着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许多民间

艺人和专业院校都在积极开展宁都采茶戏的研究与教学，

以保证传统技艺的延续。在戏曲艺术现代化的过程中，笛

子演奏也在不断创新。现代宁都采茶戏的伴奏体系引入了

一些现代音乐元素，如与电子音乐、管弦乐的融合，使戏

曲音乐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一些戏曲剧团在演出中加强了

笛子的独奏部分，使其在戏曲音乐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这

些创新不仅提高了戏曲的表现力，也增强了其在年轻观众

中的吸引力。

3　结论

宁都采茶戏作为江西地方戏曲的重要代表，其笛子演

奏在戏曲表演中发挥着重要的渲染作用。笛子不仅在音

乐伴奏中承担旋律引导的功能，更在情感表达、戏剧情境

烘托、人物塑造及戏曲节奏调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

值。通过深入分析笛子演奏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其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性，并为宁都采茶戏的传承与创新

提供借鉴。在未来的戏曲艺术发展中，应继续加强笛子演

奏技艺的传承，同时结合现代音乐元素，使宁都采茶戏在

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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