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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剧乐队的组成与伴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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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淮剧乐队随着剧目需求变化逐渐从最初的单人演唱伴奏转变为多人伴奏乐队编配形式，为淮剧呈现“文

武双全”的伴奏风格奠定基础。淮剧乐队的组成与伴奏，是影响淮剧艺术特色的重要因素，加强相关研究是弘扬淮剧文化的重要举措。故而，

本文在分析淮剧乐队伴奏特色的基础上，探讨淮剧乐队的组成与建制，及其伴奏方式与特点，旨在为相关表演、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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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视角创新：从乐队的组成与伴奏的视角研究淮剧艺术发展。经

过长期发展，淮剧形成了与现代审美语境相契合的独特伴奏风格与

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艺术生命力。同时，淮剧在百花争妍的

艺术领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助推淮剧创新发展，进一步提

升其对观众的吸引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关于

淮剧艺术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演员表演上，针对乐队伴奏方

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文章为研究淮剧艺术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理论创新：本文从淮剧乐队伴奏的特色入手，探讨构成淮剧

乐队的“文场”“武场”，以及建制，而后以之为基础其伴奏方

式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淮剧伴奏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

引言

淮剧是流行于苏北地区的传统戏剧种类，经过多年的传承与

发展，形成了独特伴奏风格与形式，与现代审美语境相契合，深

深吸引着当地乃至全国的观众。在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淮

剧不断与时俱进，逐渐由最初的单人演唱伴奏转变为与新剧目相

适应的多人伴奏乐队编配形式，为演员塑造人物形象，把控力度、

速度、节拍、节奏提供了重要帮助。研究淮剧乐队的组成与伴奏，

对弘扬淮剧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淮剧乐队伴奏的特色

淮剧发源于江苏建湖，在长期发展中吸收了丰富的地域文化，

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于 2008 年 6 月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在其发展早期，以“靠把调”“老淮调”为主，表

演中多采用曲牌联缀结构唱腔将故事娓娓道来，并未采用管弦乐

器伴奏。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淮剧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创新与突破，

艺人们以“香火调”为基础创作出“拉调”，推动了淮剧唱腔板

式变化的进一步丰富，形成了“自由调”“淮调”“拉调”等三

大主调。以这三大主调为基础，淮剧又派生出打菜薹、八段锦、

蓝桥调、大悲调、淮悲调、下河调、南昌调、穿十字、叶子调等

多种曲牌。淮剧流行于安徽、江苏、上海一带，吸收了田歌、劳

动号子等元素，又与“香火戏”进行结合，并借鉴徽戏、京剧表

演方式，实现了唱腔、剧目、表演方式的进一步丰富，最终在多

年发展、沉淀之下形成了淮剧。淮剧声调、主调、曲体结构、语

言较为独特，它在这些方面的独特性离不开乐队的支撑，提升乐

队伴奏质量，是满足淮剧表演需求，彰显淮剧艺术特色的重要保证。

传统小乐队能够满足现代戏和改编剧的伴奏要求，但是在一

些有配器的新剧伴奏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传统小乐队人数

较少，仅有几件乐器，往往难以烘托出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氛围，

有效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将听众带入戏曲所构建的情境。而且，

淮剧以其独特的板腔体和别具一格的行腔而著称，其旋律婉转悠

扬，情感表达细腻入微，一些由戏曲伴奏乐器发展而来的民族管

弦乐难以满足使用需求，它们形成的音响效果、音色与淮剧独特

风格、唱腔在协调性上存在不足。故而，淮剧伴奏需要注重点、

线、面相互结合，以及整体和声与氛围营造，并尽量避免使用纯

节奏性写法。如此，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民族乐器存在的声

织体不足、难以伴奏复杂、表现力不高、发音模糊等问题。另外，

淮剧乐队伴奏还要讲究意境与声音的相互协调，从而在规避喧宾

夺主问题的基础上，营造出唱腔与伴奏交相辉映、协调统一的音

响效果。乐队注重意境与声音的协调性，能够使表演保留民族器

乐所带来的动静结合、虚实交织、气韵灵动之美，情感之美，以

及意境之美，提升表演的感染力与艺术性。

二、淮剧乐队的组成与建制

（一）淮剧乐队的组成

1. 文场

在淮剧表演中，根据伴奏标准、场面不同，可以将音乐分为“文场”

与“武场”。其中，“文场”以呈现背景音乐为主要任务，其旋律、

主题、风格需要为表演服务，故而，亦可认为文场是表演者的“左

右手”，以及伴奏的主要形式之一。根据淮剧的种类不同，可以选

择不同类型的唢呐、笙、笛、箫等“管”乐器，不同类型的二胡、

淮胡、中音二胡、大提琴、低音贝司等“弦”乐器，以及月琴、琵琶、

扬琴等弹拨类的乐器。同时，针对不同剧种要求，还需要选择专属

的主乐器。一般而言，弦类乐器可以作为淮剧表演的主要伴奏体。

2. 武场

“武场”的主要作用，是保证音乐节奏与表演者言谈举止的

契合性。在“武场”方面，乐队需要利用打击乐营造氛围。比如，

在演出过程中，当演员开打、起舞、唱词、做动作、摆身段时，

乐队需要利用打击乐营造氛围，带动节奏，帮助演员准确“踩点”；

当表演行进到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承接部分时，乐队需要利用

打击乐辅助演员完成动停、唱念之间的衔接，使表演更为流畅；

当涉及剧情氛围、演员情绪变化时，乐队需要利用打击乐中的锣

鼓（板鼓、水镲、大小罗）配合演出，推进剧情发展，如急急风等。

（二）淮剧乐队的建制

在新中国成立前，淮剧乐队大都采用 3 人建制，即便偶尔人

数增多，也不会超过 8 人；使用的伴奏主体是传统民间乐器。之后，

淮剧乐队中扬琴使用频率逐渐提升，同时，还逐步与西方艺术进

行融合，开始使用西方乐器伴奏，比如大提琴。20 世纪 60 年代

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出现了大量优秀样板戏。在此期间，淮

剧乐队受其影响，开始以“单管 + 三大件”为主要组建模式，伴

奏场面相对混乱，不分文武。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古装戏”

潮流席卷淮剧艺术领域，表演中大量融入气势恢宏、金戈铁马的

大场面，此时，“文武”场概念重新引起乐队重视。从 1979 年开始，

社会环境发生新的变化，淮剧编创开始进入低谷期。针对观众对

新精神、新气象、新内容的诉求，淮剧逐渐引进配器伴奏，进行

伴奏形式上的创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电子技术与音乐领域进

行结合，形成了新的伴奏形式，淮剧开始使用“电声”控制伴奏。

在这一时期，电子琴广泛应用于音乐编辑，赋予淮剧表演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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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特色。进入 21 世纪以后，淮剧乐队基本成型，其编制主要有

两种：（1）针对古装题材节目表演需求，采用类型各式的乐器，

以及 8 ～ 10 人编制；（2）针对新时期剧目、剧种表演对配器的

要求，精细划分为中胡的一、二两个声部，采用 15 人以上编制。

三、淮剧的伴奏分析

（一）“文场”打击乐的伴奏分析

在伴奏乐器方面，淮剧与扬剧、京剧等剧种有相近之处，也

是将鼓板、大小锣传统乐器作为常用乐器使用。同时，淮剧也在

多年沉淀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对板鼓的应

用上，针对需要表现的舞蹈效果与演绎的故事不同，乐队通常会

根据剧情合理选择标准与音效，从而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在淮剧

伴奏中，板鼓主要发挥指挥调度的作用，演员唱腔风格、节奏速

率、投入程度，以及舞台的聚光灯、背景音响等受到板鼓的指挥

与引导；小锣主要发挥托情节氛围的作用；铙钹主要发挥色彩修

饰的作用。对于淮剧演出来说，锣鼓的作用十分关键，是不可或

缺的伴奏乐器，它协调统一的音调、强弱分明的音色，决定了它

能够与淮剧的唱腔进行完美融合，赋予整个表演民间意蕴。结合

“淮调”对锣鼓伴奏的相关要求，本文从起、承、转、合等四个

部分入手对其进行分析。其中，“起”又称“背板”“起板”，

是戏曲的引子部分，需要伴奏者利用“一通锣鼓”引出唱腔。“承”

是指承接起板时候乐队使用的短板锣鼓，需要完成接腔的任务。

“转”又称“三番锣鼓”“垫锣鼓”，需要演员的唱腔一同行进，

多应用于“丢板”。比如，演员演唱完某乐句，不要在后面衔接

“哭腔”，抑或者行进到其他腔调时，伴奏需要与之相配合，帮

助其为衔接其他唱腔做好准备。“合”又称“收板锣鼓”，通常

在淮剧表演中应用于以下情景：二人对唱环节中，演员 A 演唱完

乐句之后，演员 B 需要在锣鼓伴奏牵引下与 A 的表演进行衔接，

开始后面的表演。

（二）“武场”管弦乐的伴奏分析

1. 包腔

包腔能够准确地实现上下行之间的拓展、填补，一般应用于

旋律缓和、记谱单一的唱段，或者演员倒嗓、偶遇临时意外事件

等情况。在淮剧“武场”管弦乐的伴奏中，包腔表现形式较为多样。

首先，它可以应用于“大过门”的伴奏。在句式或者段落中间部

分的过门，以及引子部位的开门，均需要乐队关注唱腔情绪的表达，

利用填补、拓展等手法，提升唱腔情绪与音乐情境、剧情氛围的

贴合度，从而增强表演的完整性、对应性，实现更为理想的舞台

效果。乐队应结合情节、人物个性，个性化处理设计对“大过门”

进行伴奏的具体方式。其次，包腔可以应用于演员嗓音临时出现

变化导致高低音难以处理、腔调生硬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乐队

可以通过包腔实现润腔效果，使唱腔更为婉转，凸显表演者演唱

优势。再者，包腔还可以应用于清板唱腔。此时，乐队需要通过

上下行套式的伴奏技巧，为演员演唱增色添彩。

2. 送腔

送腔强调（明示）开首的音，一般用于急转弯（转调）干起

的情况，它的合理运用能够在大段气氛音乐后使唱腔掌握落尾的

音。例如，在自由调的中小悲调倒板中，倒板在上场门表演，而

伴奏在下场门（或乐池内），两者距离相对较远，对演员素质提

出了较高要求，如果演员技能水平、心理素质较低，则很容易出

现“荒腔走板”的现象，此时需要乐队通过送腔辅助表演。针对

此类现象，乐队需要在准确把握送腔特点的基础上，及时引渡开

首音的同度音或倚音至和声音程，从而将演员的演唱顺利带入后

一句唱腔，辅助其完成表演，呈现出较为理想的舞台效果。

3. 衬腔

衬腔的应用，要求乐队准确掌握抑、扬、顿、挫等四个度，

并在伴奏中融入情感，以达到有效衬托行腔，提升表演效果的目的。

戏曲表演中所讲究的“丝弦通骨肉”，强调的就是演员与伴奏者

的紧密联系，要求两者默契配合，共同为观众完整表演节目。在

淮剧表演中，演员情绪感染乐队，乐队受到感染之后，再结合具

体情景推进剧情，激发演员情绪，推动表演向着更为有利的方向

发展，就是对“丝弦通骨肉”的完美诠释。比如，在同一种唱腔

或者同一部作品中，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演员，其润腔特征也

会有所差异，需要乐队在伴奏时结合演员润腔特征随机应变，采

用针对性的伴奏方式。特别是针对小关节的润腔部分，乐队尤其

要注意伴奏细心到位，结合演员唱腔特点进行衬托。剧本的情感

色彩对演员唱腔提出了一定限制，演员演唱旋律具有程式化特征，

但是衬腔方法的选择则较为灵活，乐队与演员的相互配合既体现

在大开大合的表演场面上，也体现在对重点的提取、细节的把控上。

乐队深入了解剧本，以及演员唱腔特点，对各个伴奏环节进行精

准把握、合理处理，充分发挥衬腔的作用，是完美呈现戏剧表演

的重要保证。比如，有时候演员可能会因为身体不适、心理紧张

等原因不能正常发声，此时，乐队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运用包腔，

通过采用合理的包腔对策弥补演唱上的缺陷。

4. 带腔

带腔是指乐队为了帮助演员尽快调动情绪、融入氛围，在准

确控制音区幅度的前提下，通过搭桥技法实现调式音程与唱腔旋

律的有效融合。例如，马派表演中，将自由调转南淮调时，需要

乐队使用带腔提供伴奏协助，辅助演员完成表演。通常来说，带

腔可以分为散板式带腔、填补式带腔、引导式带腔等三种形式。

其中，散板采用了不规则、不均匀的板腔结构，要求乐队与演员

注重情绪的渲染和表达，尤其在乐队伴奏中，要利用动力线条的

方式进行带腔，推动剧情向前发展。换言之，在散板中，带腔技

法的应用要求主胡为引，发挥带腔作用，有效牵动演员的行为与

唱词。乐队进行伴奏时，需要使用中低音的衬托手法构建动力线条。

演员接到乐队发出的“启动”信号的瞬间，情绪发生变化，进行

后面的表演，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此时，乐队要全神

贯注，准确感知演员的每一个声调变化，并提前做好后一句唱腔

关键部位的空间铺垫，包括后句中间部分。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伴奏为淮剧演员塑造人物形象，把控力度、速度、

节拍、节奏提供了重要帮助，淮剧乐队的组成与伴奏是影响淮剧

艺术特色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可以为乐队本身、淮

剧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在社会环境，以及大众观赏习惯与审美

品位发生显著变化的新时代，淮剧乐队要结合实践经验与相关理

论研究成果优化伴奏方法，提升伴奏配器层次感，为淮剧艺术风

格塑造、戏曲文化传承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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