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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剧打击乐是京剧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乐队中起主导作用。
京剧打击乐之首是鼓板，鼓板的演奏者是京剧乐队的指挥。
在京剧这种综合艺术的形式中，无论唱、念、做、打，都离不开锣鼓的开导、配合和烘托。
演出中打击乐以节奏音响的变化带动全局，贯穿全剧，用以配合表演、歌唱的节奏韵律，渲染剧情，
制造舞台气氛，推动剧情的发展，使整个舞台节奏和风格统一。
    京剧打击乐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演奏方法。
其锣鼓组合种类繁多、样式复杂、内容丰富，但我们仔细剖析之后便不难看出，这么多的锣鼓点子却
是由几种简单的节奏型为基础发展变化而成的。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和学习京剧打击乐，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
教材的基本内容以京剧打击乐基本功训练为主，按教学规律以及训练程度进行编排，从入门开始，循
序渐进。
例如如何拿鼓楗，怎样使两支鼓楗活动起来，怎样正确练习，练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教材中，我们选编了京剧舞台上常用的、基本的锣鼓点，因为不结合鼓点学习，单从书本上死学硬
记是很难掌握京剧打击乐的演奏方法的。
这些基本点子是我在教学中不断积累的，从多年鼓板教学情况来看，效果是好的。
因此，本教材对年青的专业人员来说，可起到温故知新、规范技术技巧的提示作用；对业余爱好者来
说，可使他们在学习鼓板时有章可循，少走弯路，尽快掌握最基本的京剧鼓板演奏方法。
    学习鼓板，如同学习语言，发音要正确。
学习司鼓，要让鼓楗子“说话”，姿势手法要正确。
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好姿势、手法、劲头儿、韵味、节奏等是比较困难的。
就拿掌握节奏这一点来说，演奏[急急风]在正常情况下，要求快慢误差不能超过4％—5％，这是很不
容易的。
因此，练好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基本功是基础，基本功是循序渐进的、长期积累的。
基本功要一下一下地练，如同走步，不会走就跑那是不行的。
为了练好基本功，必须克服学习打击乐中所碰到的“枯燥感”，长时间的“连击”和某一技巧的反复
练习，经常汗水在自己脚下甩成一个“月牙”形的汗圈，既辛苦又乏味。
解决的办法是：组织好课堂，明确学习目的，兴趣也会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提高。
业精于勤，久久为功，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要强调：遵要领，严质量，勤学自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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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京剧鼓板  第一节　鼓板的演奏方法    一、鼓板及附件    二、鼓板演奏前的准备    三、鼓的几
种打法    四、鼓师技能的基本要求    五、檀板的演奏方法  第二节　鼓板双楗练习  第三节　鼓板单楗
挎板练习第二章　京剧锣鼓  第一节　大锣的演奏方法  第二节　铙钹的演奏方法  第三节　小锣的演奏
方法  第四节　鼓板演奏例释  第五节　京剧锣鼓经  第六节　河北梆子锣鼓的应用  第七节　京剧干牌
子演奏法  第八节　京剧混牌子演奏法    一、大锣混牌子    二、小锣混牌子第三章　京剧唱腔、曲牌鼓
套子  第一节　鼓套子概述    一、鼓套子的基本结构    二、鼓套子的基本程式    三、鼓套子的繁衍  第二
节　京剧唱腔鼓套子    一、[原板]鼓套子    二、[慢板]鼓套子  第三节　京胡曲牌鼓套子  第四节　京剧
昆曲鼓套子第四章　京剧打击乐的形象思维  第一节　京剧打击乐的形象思维  第二节　打击乐的组成
和特点  第三节  打击乐的表现手法及其在京剧表演艺术中的作用    一、夸张、反衬伴奏法    （一）烘
托人物情绪    （二）渲染舞台气氛    （三）用反衬的手法获得独特的舞台效果    二、模拟伴奏法    三、
简捷伴奏法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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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京剧鼓板　　第一节 鼓板的演奏方法　　一、鼓板及附件　　1.单皮鼓（亦称板鼓）2.
板（亦称檀板）3.鼓楗子4.鼓架5.小凳6.板套（袋）7.垫腿布 　　二、鼓板演奏前的准备　　坐姿立腰
坐正，臀部只坐在椅面的三分之一处，头要端正，目视伴奏目标，右脚踏在小板凳上，两臂自然下垂
，双手持楗放于右腿膝部。
勿低头，勿扣胸，勿坐腰，勿端肩，勿夹臂。
　　持楗鼓楗是两支细竹签，长约二十厘米，直径约五毫米至七毫米。
有“竹节”的一头叫“鼓楗子头”，司鼓者手握无“竹节”的一端。
具体拿法是用拇指、食指第一、二关节捏住，中指起着鼓楗的底托作用，鼓楗末端不能超出中指，也
不能顶挨无名指“指节”，小指、无名指做空握拳的姿势。
总之，是拇指、食指、中指在合力掌握着鼓楗的运动。
重击时借助一点胳膊的力量，但不能脱离以腕力为主的原则。
持楗的双手不可捏的太紧或“满把攥”，要使鼓楗在手中有弹性。
三个手指起着调控击鼓力度的作用。
　　击鼓击鼓时主要用手腕和小臂两个部位活动，而肩和大臂保持基本不“大动”的姿势。
全身不能乱晃乱动，那样会影响节奏和单皮的正常发音，从姿势上讲也欠美观。
即使演奏“撕边”时（包括“硬撕边”）也同样是用腕力，而整个臂和肩也只是稍有“紧张”感，其
原因是，力量是从整个臂、膀产生，而以手腕的动作表达出来。
司鼓有“打得活”、“打得死”之说，如果按以上要领去练习，打出的鼓音才能清脆，否则鼓音就发
“死”。
如何才能打出悦耳的鼓音，还应用心体会各项要求和具有坚实的基本功。
　　演奏时鼓楗的起落与鼓面中心点成正面六十度至九十度弧线。
双手要齐，演奏时双手不能一前一后，更不能歪斜。
司鼓者的风度，舞台形象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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