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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剧伴奏乐器文献综述 
孙玉笛 

（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吕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吕剧是山东 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深受学术界的关注。吕剧

乐队是吕剧综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吕剧整体艺术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不完善到相对完

善的发展演变过程。本文将通过对吕剧伴奏乐器方面的综述，深入的研究一下吕剧的伴奏乐器，探究伴奏乐器在吕剧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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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剧，又称化妆扬琴，由山东 主要的曲艺形式—山东琴书发

展而来，在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吕剧产生于

鲁西南的民间说唱艺术“山东琴书”，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融合了其

它民间曲艺、戏曲精华，以其别具特色的“齐鲁文化美”的审美价

值以及浓缩其中的山东人民百年的丰富情感，已经成为成为山东艺

术园林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王小赶脚》剧被公认为是 早的

吕剧，时殿元[1]把琴书曲目《王小赶脚》第一次改编成化装演出的形

式搬到舞台演出，而这样一改坐腔演出的表演形式在当时也被形象

的称之为“化装扬琴”。吕剧自形成以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纵观吕

剧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以“山东琴书—化妆扬琴—吕剧”的顺序

发展而来。 

一、吕剧乐队构成研究 
吕剧的伴奏乐器可分为文场乐器和武场乐器。吕剧形成后至

1909 年以前，文场主要乐器是坠琴、扬琴，有时也加软弓京胡，当

时打击乐尚未确立，由扬琴兼替打击乐的职责。1909 年至 1917 年

又加进了民族吹奏乐器笙、笛子和唢呐等,拉弦乐器上加入了抒情性

较强的二胡、四胡等，弹拨乐器如三弦、琵琶等。吕剧的武场伴奏

乐器主要打击器乐有皮鼓、板、大锣、小锣、堂鼓、打鼓、定音鼓、

板鼓、木鱼等。 

本人收集整理的关于吕剧的 800 多篇文献中，涉及到吕剧伴奏

乐器的论文有 24 篇。本人通过对 24 篇论文的梳理，总结概括出两

个方面即文场和武场的音乐研究。 

1.武场打击乐文献梳理 

在文献中有关打击乐的论文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共有 7 篇。其

中详细介绍打击乐在吕剧中的有孔勇《打击乐在吕剧中的应用探

讨》、孔勇《探析吕剧打击乐的继承与发展》、刘元锋《论打击乐在

吕剧中的应用》、刘元锋《吕剧打击乐的传承与发展》4 篇，文章中

提到打击乐的论文有王珊《山东传统扬琴伴奏艺术研究》、贺小龙《吕

剧音乐艺术研究》周义欣《山东吕剧中的扬琴演奏艺术研究》3 篇。

孔勇《打击乐在吕剧中的应用探讨》中描述了打击乐在吕剧中的应

用策略：（1）提升打击乐应用意识。（2）坚持创新发展的原则。（3）

加强打击乐人才培养。在吕剧中应用打击乐，也可以更好地渲染思

想感情和环境气氛，不断呈现出统一整个舞台的节奏风格特色。孔

勇《探析吕剧打击乐的继承与发展》介绍了吕剧打击乐在唱腔中的

应用即四平类唱腔、二板类唱腔和散板类唱腔。打击乐在吕剧中的

应用具有节奏绵延性特点，可以推动吕剧艺术与打击乐之间的共同

发展，并且能够为吕剧营造良好艺术表现效果，带给观众不一样的

吕剧观看感受和体验。 

2.文场乐器文献梳理 

在 50 年代以前，因为伴奏乐器坠琴、扬琴、三弦、琵琶用的较

多，所以被成为“吕剧四大件”。50 年代以后，二胡的地位上升，

引起了四大件的变化：坠琴、二胡、扬琴、琵琶。在本人收集的论

文中大部分是在写吕剧“四大件”在吕剧中的作用，笔者将按照扬

琴、琵琶、二胡、坠琴的顺序一一做出其在吕剧中作用的进行梳理。 

1】扬琴在吕剧中的作用研究 

吕剧的起源来自于山东琴书，而琴书的形成直接与扬琴有关。

因其起源于民间说唱艺术“山东琴书”又曾名“化装扬琴”，由此可

见，扬琴在这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谓不言而喻。 

吕剧中较多叙述扬琴在吕剧中的相关文献有袁亚琴《浅析山东

琴书与吕剧中的扬琴伴奏手法及其作用》、王义茹、周义欣《山东吕

剧之扬琴》、周义欣《山东吕剧中的扬琴演奏艺术研究》、王珊、王

静怡《山东戏曲艺术中的扬琴伴奏》、钱伟宏《扬琴在吕剧发展演变

中的作用与伴奏技巧研究》、贺小龙、刘晓静《吕剧音乐与情感的美

学之思》6 篇，袁亚琴的《浅析山东琴书与吕剧中的扬琴伴奏手法

及其作用》中介绍了扬琴在民间音乐中的伴奏及扬琴在山东琴书与

吕剧中的运用。无论乐队的配置是如何的，扬琴始终都是在乐队中

的中心位置，在乐队中的地位仅次于坠琴。王义茹、周义欣《山东

吕剧之扬琴》中详细的说明了伴奏乐器对唱腔循腔润调的作用。 

扬琴在乐队伴奏中的运用主要是与其他乐器密切配合、互相成

就、共同演绎出和谐动听的伴奏音乐旋律。在实际运用中，扬琴与

唱腔、乐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且紧密融合的整体。 

2】琵琶在吕剧中的作用研究 

琵琶是我国传统民族乐器中 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在我国的

音乐艺术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吕剧中琵琶的文献有吕波《琵琶在戏

曲伴奏中的运用》、吴喜《琵琶演奏在戏曲中的运用于艺术特点》、

程语《浅析吕剧中琵琶的伴奏手法及运用》3 篇，详细描写的只有

《浅析吕剧中琵琶的伴奏手法及运用》一篇，其余两篇是有关琵琶

演奏在戏曲中的运用。吴喜《琵琶在戏曲伴奏中的应用》中写到琵

琶在戏曲中的三种功能，分别是拖腔功能、独奏功能、伴奏功能。 

琵琶在吕剧音乐中的伴奏形式分为唱腔伴奏、曲牌伴奏与间奏

三种。在吕剧的伴奏中琵琶的演奏也有着一定的规律与特点。现在

随着我国戏曲事业的逐步重视发展下，在戏曲伴奏中更多的运用了

琵琶演奏来提高戏曲演绎的艺术价值。琵琶作为吕剧伴奏的“吕剧

四大件”之一，可见琵琶在吕剧众多伴奏乐器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琵琶演奏的音色情感表达丰富，艺术渲染到位。琵琶推进着旋律的

进行，使旋律更加的流畅。琵琶在乐队中同样的与其他伴奏相互配

合、相互影响，并会根据现场演员的即兴演出做出灵活的调整，对

于琵琶演员的临场反应能力有着极强的考验。 

3】二胡在吕剧中的作用研究 

二胡是我国传统民族器乐中 具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之一，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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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拉弦乐器，是胡琴的一种。二胡有着独特的风格特征，在表达情

绪上较为丰富，对情绪比较深情或是悲凉的情绪表达的更为生动，

情感色彩较为丰富。在吕剧中与坠琴相互呼应，在情绪表达上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有关二胡的文献有薛成英《山东吕剧中二胡伴奏特点及运用探

析》、张倩《吕剧伴奏中的主要弓弦乐器 ——坠琴、二胡》。薛成英

《山东吕剧中二胡伴奏特点及运用探析》对二胡在吕剧乐队中的定

音定弦、常用调式及其与坠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研究吕

剧唱段,对二胡在吕剧中常用伴奏技法的规律进行了总结，阐述了二

胡在吕剧乐队中唱腔过门、跟腔衬腔等表演时段的具体运用。可以

在张倩《吕剧伴奏中的主要弓弦乐器 ——坠琴、二胡》一文中了解

到，二胡在吕剧伴奏中，有一定的特殊性。 

即使二胡并不是吕剧初期就有的乐器，但由于二胡的抒情性比

较强，后又添加为吕剧的伴奏乐器，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二胡可

以说是在戏曲中比较常见的伴奏乐器，在任何戏曲的演出中都少不

了情感烘托的乐器，而二胡对吕剧中的情感烘托更是起到了锦上添

花的作用。 

4】坠琴在吕剧中的作用研究 

坠琴属拉弦类乐器，原为河南坠子的专用乐器，所以又称“坠

子”、“坠胡”，后渐用于琴书说唱艺术。坠琴在吕剧中的地位相当之

重。坠琴在吕剧众多伴奏乐器中的地位与扬琴不相上下，也可以说

坠琴是吕剧中 为重要的伴奏乐器。在张倩《吕剧伴奏中的主要弓

弦乐器—坠琴、二胡》中写道：“坠琴在吕剧伴奏中的非常规定弦

吕剧的音色较为独特”[2]。由于在演奏过程中的滑音与戏剧演唱中的

声腔比较像，擅长表现人声等，所以在比较简单的演出中也有只选

用坠琴作为唯一伴奏乐器的。坠琴的大幅度滑音 具有特色，对唱

腔能衬托入微。坠琴的音色纯净，宜于表现优雅抒情的曲调。 

张倩《吕剧伴奏中的主要弓弦乐器 ——坠琴、二胡》中写到“吕

剧伴奏乐队的乐器配置、乐队规模，一直是伴随着吕剧艺术的发展

而发展的”[3]。吕剧乐队编织简练，以扬琴、琵琶、二胡、坠琴为主

构成整个乐队的核心，在配置上有具有独到之处。伴奏时以坠琴演

奏主旋律。二胡音调浑厚圆润，与坠琴高低互济，相得益彰。扬琴

加花点打，使节奏变得清晰明快起来。琵琶增强音乐的表现力。主

要乐器的合理配置，构成了吕剧乐队的骨架，突出了吕剧音乐的艺

术风格特点。 

二、乐队在吕剧中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只有苏尚远《山东吕剧调查与研究》一篇写到有关乐队在

吕剧的作用，其他的都是从某一种乐器为切入点来描写一种乐器在

吕剧中的作用。该文中介绍了吕剧乐队在吕剧中的作用，以及情节

节奏依靠乐队的支持和把握，渲染和烘托舞台气氛，具有塑造生化

人物感情、人物形象的表演功能。因此，艺人有“三分场面，七分

戏”之说。该论文分别从伴奏唱腔、配合人物的表演和动作念白、

深化主题，统一全剧这些切入点入手进行分析。具体作用可以表现

在一下几个方面： 

（1）伴奏唱腔：苏尚远《山东吕剧调查与研究》中写到：“‘拖

腔、保腔’是乐队的主要功能”[4]。吕剧的唱腔伴奏，主要是运用了

“随腔、拖腔、衬腔、模仿、强调”等伴奏手法。乐队的伴奏与吕

剧演员的唱腔相辅相成，伴奏可以弥补吕剧演员在唱腔上的不足，

也可以弥补表演过程中发挥的不足。可以带动演唱者情绪上的递

进，发挥演员的真实情感。演唱中的过门、间奏、尾奏等，都需要

乐队来填补。乐器伴奏可以使旋律更具完整性和连贯性，这对增强

吕剧的表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2）配合人物的表演和动作念白：“用激昂壮烈的器乐曲或打

击乐器的“锣鼓经[5]”配合舞台上的武打、队伍行近、人物出场等场

面和演员身段的表演等”6。各种与人物配合的表演，可以烘托出演

出的气氛，使演出更加的生动。弦乐器可以流畅的或完整的表现乐

曲，配合人物的舞蹈动作和念白。 

（3）深化主题，统一全剧。乐队往往以前奏开始，前奏引出全

剧的基本情操，勾勒并确立全剧的主旨。用伴奏乐器使每次演出上

下自如，使每次演奏的各个层次自然过渡。吕剧的众多伴奏中 主

要的伴奏乐器是坠琴。因为坠琴的音域宽广，音响效果较好，把位

间距大，伴奏时上下捋动，具有独特的演奏技巧和方法，奠定了吕

剧乐队的伴奏基调。 

结语 
张倩《吕剧伴奏中的主要弓弦乐器 ——坠琴、二胡》中写到“伴

奏乐队，一直是戏曲剧团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吕剧自然

也不例外。吕剧伴奏乐队的乐器配置、乐队规模，一直是伴随着吕

剧艺术的发展而发展的”7。伴奏的加入，使得吕剧演唱曲调更加优

美，演员形象更为逼真，充分体现出吕剧的音乐特色和艺术风格。

吕剧音乐伴奏的诸多特点，都充分的体现了吕剧音乐那种质朴醇

厚、委婉抒情的艺术风格，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通过对这些论文的总结，可以看出是从每一件乐器在吕剧的伴奏

中起到的作用。每一件乐器都各司其职，在每一场戏剧中扮演者不同

的角色。在这众多论文中可以看出，吕剧的伴奏和吕剧演唱人员可以

说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但就在当前形势下，吕剧的发展并不容

乐观，吕剧的改革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作品

的创新，当然也不能离开对年轻一辈吕剧优秀人才的大量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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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时殿元，东营广饶县人。为吕剧诞生首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吕剧伴奏中的主要弓弦乐器 ——坠琴、二胡》p2 

③《吕剧伴奏中的主要弓弦乐器 ——坠琴、二胡》p3 结语 

④《山东吕剧调查与研究》p39 

⑤锣鼓经是中国传统器乐及戏曲里面常用的打击乐记谱方法，

也称为“锣经”。 

⑥《山东吕剧调查与研究》p40 

⑦《吕剧伴奏中的主要弓弦乐器 ——坠琴、二胡》p3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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