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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竹笛在吕剧音乐中的运用 
李鑫磊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9） 

摘要:吕剧，是山东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已有百余年历史。吕剧以质朴亲切、通俗易懂的艺术特色、委婉柔美的曲调，受
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竹笛，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种乐器，参与到吕剧音乐的伴奏中。笛子的表现力非常丰富，它既能演奏悠

长、高亢的旋律，又能表现辽阔、宽广的情调。竹笛分为曲笛与梆笛，在吕剧音乐中，常用梆笛作为伴奏乐器，梆笛的风格刚进粗

犷，音色饱满，声音高亢嘹亮，扩张力较强，在推动吕剧音乐中的情绪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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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吕剧的起源 
地方文化与语言可以通过音乐为载体进行展现与传承，在近百

年的发展历程中吕剧已成为齐鲁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吕剧成

戏前为山东琴书，这早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事实，其最早起源于山东

黄河三角洲地区博兴县、广饶县一代。据笔者查阅戏曲史料记载：

“人们在农闲时、经常三两聚集在田间地头演唱山东琴书，山东琴

书的演唱形式为多人分别手持不同的乐器，分行围坐演奏，间有说

白或对白”。长此以往，人们开始对山东琴书的坐唱的表现形式产

生乏味，恰巧此时河北梆子、京剧、五音戏的各地的地方戏班争先

进入演出市场，新戏曲演出形式的出现导致山东琴书的观演群体被

吸引，观众群体的减少从而使琴书艺人的收入降低，为改变这一现

象，山东琴书艺人时殿元决定对山东琴书的演奏形式进行创新。在

1915 年前后，以琴书艺人时殿元、崔云乐、谭明伦等为代表的表演

艺术家首次在家乡演出了由山东琴书改编的剧目《王小赶脚》。剧

目以山东琴书说唱音乐为题材，并将一人自伴自唱的表演形式改为

演唱分离的形式，并加入服装道具的等肢体表演形式，在新剧目改

编过程中充分汲取了京剧、梆子戏、五音戏等戏曲的艺术特色，使

得新剧目的表演生动活泼、深受群众喜爱，演出获得成功，自此，

时殿元正式将新的演出形式命名为化妆扬琴。首演的成功促使山东

琴书艺人纷纷模仿，化妆扬琴由此也在山东各地流传开来，在演出

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戏曲的相遇与结合，促使化妆扬琴在剧目、伴

奏乐器、唱腔等方面的变化，推陈出新，使其有了较大的发展。化

装扬琴也因此由简单的地方小戏曲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地

方特色的独立剧种。由于化装扬琴中成名剧《王小赶脚》里面最初

采用的是驴形道具，观众们便将化装扬琴戏称为“驴戏”，也因为

化装扬琴所演出的剧目大多数为爱情故事，观众也称之为“侣戏”。

建国后的 1952 年，正式将化装扬琴更名为吕剧。致此，吕剧被正

式确立。 

（二）竹笛在吕剧音乐中的运用 

在吕剧音乐的伴奏乐器中，受最初有限条件的影响，民间吕剧

艺人们只能使用手头现有“扬琴”、“三弦”、“坠琴”、“琵琶”

为吕剧伴奏，这四件乐器被称为吕剧伴奏的“四大件”。由于“四

大件”的声部较为薄弱，并不能与唱腔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相辅相

成，在吕剧进入城市的发展时期，各类戏曲风格相互借鉴、相互影

响，相互融合，从而为吕剧音乐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基础，使吕剧在

戏曲曲目种类、戏曲伴奏乐器、戏曲伴奏模式等方面得到不断的充

实与丰富。在此背景下，竹笛作为一件重要的吹奏乐器，也随着吕

剧由“四大件”到小乐队伴奏模式的变革下。以其丰富的表现力、

婉转的曲调融入到吕剧的伴奏乐器中。竹笛的加入，使得吕剧在音

乐伴奏的形式上得到了丰富与提升。 

吕剧音乐中常用的竹笛及转调指法 

吕剧发源于齐鲁大地，属于北方地区，在吕剧伴奏中，我们会

选择北方地区的梆笛。梆笛为标准的六孔竹笛，笛身短小、声音高

亢明亮有力，注重于吐音、滑音、剁音、花舌、历音等技巧的运用，

善于表现活泼轻快、豪放的情形，具有强烈的地域性音乐色彩，在

笔者对专业乐团的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曲目中都会运用 E 调竹笛与

F 调竹笛。伴奏指法通常以筒音做 SO 与筒音做 RE 的指法演奏，并

且在伴奏音乐中有正、反调之分。正调下降纯四度为反调，在吕剧

音乐的伴奏中，伴奏人员可根据吕剧音乐中的调式不同，对竹笛伴

奏中的指法进行变更调整。 

竹笛在吕剧唱腔音乐中的运用 
吕剧的唱腔中包含声腔和唱词，是音乐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

在吕剧唱腔音乐中，曲调委婉缠绵，优美流畅，适用于表达多种情

感，塑造不同的人物与各种故事情绪。虽然吕剧的曲调很少，但是

却富于变化，唱词也比较大众化，使听众更通俗易懂，吕剧唱腔以

板腔体为主，主要以“四平”、“二板”、“曲牌”这三种类型构

成。吕剧音乐中竹笛大多用“包腔”、“衬腔”、“对比复调”、

“模仿”等演奏方法。在吕剧音乐艺术中，戏曲音乐的环节都有明

确的划分，吕剧音乐中“过门”就是最为突出的形式，也是最能突

出竹笛伴奏特色的部分，吕剧音乐特别注重过门的部分，竹笛在演

奏过门的过程中既可以根据吕剧音乐情景的需求以独奏的形式出

现或以乐队合奏的形式出现。以吕剧音乐中的“四平腔”为例，四

平腔共有五种腔体过门伴奏方式，分别为开唱过门、“起”（头腔

过门）、“承”（二腔过门）、“转”（三腔过门）、“合”（四

腔过门）。这五种类型的过门刚好构成一个完整的乐段。过门是整

个吕剧音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起到烘托氛围、渲染情感，衬

托表演的重要作用。竹笛在吕剧“过门”的伴奏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由于竹笛声音高亢、饱满、洪亮。扩张力度更大，演奏技巧

较为丰富，从而容易带动整个伴奏乐队的情绪与氛围，同时弥补演

唱人员嗓音不足等情况。使音乐的表现力更加生动。在伴奏技法

上，可分为严格按照固定曲牌过门的旋律演奏与自由的散板演奏两

种模式，竹笛可根据情景需要，在乐句的某些需要加强情感表现的

地方，加入颤音、琶音、历音、和声等小技巧，也可以在结尾处翻

高八度演奏，增强人物的情感宣泄，使戏曲中的故事情节得以充分

诠释。              

竹笛在吕剧曲牌音乐中的运用 

曲牌，在我国已有近千年的发展历程，在戏曲音乐的发展中成

为重要的音乐载体，吕剧曲牌分为唱腔曲牌与吹打曲牌，其中唱腔

曲牌多来源于其他戏曲曲牌或移植改编的山东地方民间小调，吕剧

在借鉴其它戏曲的曲牌时，并不是直接移植使用，而是在曲牌音乐

旋律中加入吕剧的骨干音，彰显吕剧的音乐特点，使移植曲牌，完

全成为吕剧风格的曲牌。竹笛在唱腔曲牌中，只做开唱乐段与过门

乐段的伴奏，伴奏形式与四平腔中的伴奏形式相差无几。随着演奏

形式的变化与发展，吕剧传统曲牌也慢慢改为器乐合奏的形式，这

种形式被成为吹打曲牌，吕剧的吹打曲牌一般都是以娶亲、拜堂、

祝寿、庆功，宴宾等活动场合中演奏。以竹笛、唢呐、笙、板鼓、

锣、碰铃等乐器构成。以吕剧传统吹打曲牌“五字开门”为例，五

字开门是一首娶亲时所演奏的曲牌，具有烘托气氛、表现热闹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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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场面以及人物喜悦心情的功能，乐曲以器乐合奏的形式进行演

出，竹笛与唢呐、大鼓、板鼓、锣等扩张力较强的乐器共同演奏。

乐曲为降 B 调，按照速度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音乐速度为

80，共分为 30 个小结。在 1-10 小结中，为将音乐氛围烘托与展现，

这里采取所有乐器齐奏的形式，以欢快的节奏形式将音乐展现出

来。在 11-30 小节中，竹笛运用北派的吐音、上滑音（民间艺人将

其称为抹音）、颤音、剁音等技巧，与打击乐一起，演奏主旋律，

唢呐在中间穿插，与竹笛的演奏形成“一问一答”的演奏形式，从

而表现出两位新人进门时，亲人对新郎新娘的问答祝福，衬托出愉

快、热闹的音乐氛围。第二部分音乐速度为 100，共分为 30 个小结，

此时，乐曲的速度越来越快，竹笛在演奏过程中也出现即兴性的演

奏方式，在演奏中即兴加花变奏，同时加大气量，运用指颤音与花

舌、连续碎吐等技巧将音乐分为推上高潮，50-60 小结为竹笛即兴

独奏，竹笛以其明亮的音色、欢快的表现力与唢呐一起表现来访宾

客参加热闹的婚礼，新人拜天地的愉快场面。第三部分音乐速度为

110，分为 26 个小结，这一部分以齐奏的形式出现，竹笛与唢呐共

同演奏旋律，运用各类技巧将来访宾客闹洞房时的热闹场面表现出

来，同时两件乐器也在音乐中相互穿插出现，表现出欢快的情绪，

使其气氛热烈，彰显出吕剧音乐的特色，增强音乐表现力，使得这

首音乐作品得到充分的展示。 

结语 
吕剧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从民间地方戏曲逐渐成为山东省独

具代表性的剧种，在吕剧从乡村进入城市演出时期，吕剧的伴奏形

式开始由“四大件”伴奏形式向小乐队伴奏形式转变的。竹笛作为

一件重要的民族吹奏乐器始终伴随着吕剧的发展，为吕剧的唱腔曲

牌伴奏。随着吕剧曲牌的发展变化，逐渐由吕剧唱腔曲牌演变出新

的器乐合奏形式的吕剧吹打曲牌，竹笛成为了吹打曲牌中的主奏乐

器，实现了由伴奏乐器向主奏乐器的转变。在吕剧音乐中，竹笛不

仅作为伴奏乐器为吕剧服务，同时也在戏曲伴奏中汲取吕剧音乐的

精华。受吕剧的影响，形成了地方性的演奏风格与技术上的特点，

在当今时代，吕剧在不断的创新，竹笛也在不断的发展，人们的审

美标准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只有不断的创新探索，才能让竹笛与

吕剧结合的更加紧密，发展的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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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两点对策建议，对于我国企业管理中真正有效利用

Python 技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而在

集体事件中，企业应该注意的问题是，选择哪些类型的编程语言与

Python 语言进行融合，以及如何使用 Python 语言对企业经营中的其

他工作内容进行分析。这些问题的具体结论，还有待后续的研究中

予以进一步的补足。 

结束语：根据本次研究中的内容，能够发现，Python 技术对于

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有着极大的实际应用价值。Python 技术在在企

业管理的各项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稳固哦企业的退关关于应

用，也意味着我国企业的管理工作正逐渐向着科学化、智能化发展。

这一点对于我国社会中各行业的企业而言，是根本的发展趋势。在

未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中，要充分吸取当前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工作

中应用 Python 技术的成功经验，以及其中共存在的细节问题，不断

引入以 Python 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化管理手段，推动我国企业的经营

管理工作向着科学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始终

保持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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