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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板胡是许多剧种的主要伴奏乐器，在长年的伴奏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与伴奏剧种风格相适应的演奏
手法和技巧。
掌握这些丰富多彩的风格、特点，对于板胡演奏者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提高演奏者的艺术修养，加
强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板胡演奏的艺术质量，进一步深刻展现民族文化的内涵。
　　地方戏曲是各地域民间音乐特点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民族的。
丰富多彩的地方音乐是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神韵。
从事板胡音乐的创作，就应该站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石上，对音乐素材进行高度概括，集中提炼、出
新，脱离这块土壤创作就很难获得成功。
　　板胡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充分地体现中华民族音乐的神韵，这一神韵应是板胡演奏者终生学
习、追求的目标，是板胡音乐源远流长的基础。
但绝对不要片面理解为这是惟一的。
板胡音乐还在发展中，戏曲板胡演奏家们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艺术技巧、演奏手法等永远值得学
习、研究、借鉴。
时代赋予板胡演奏家的任务，就是在戏曲民间音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板胡演奏艺术，创作出更富时
代精神、更适应现代人审美要求的板胡音乐。
　　该书选题很有实用价值，收集的材料也较充分，是板胡演奏者学习的重要资料。
相信此书的出版对板胡演奏艺术的发展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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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板胡，又名梆胡、秦胡、大弦等。
它是伴随戏曲梆子腔的出现，在胡琴的基础上产生的乐器。
大约在明末清初随梆子腔的兴起而流行，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
板胡的形制大致和二胡相同，只是琴筒不蒙皮膜而胶以薄木板，故得板胡之名。
板胡色明亮、高亢、适于表现热烈奔放的曲调。
各地区的板胡又都善于表现不同的风格，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板胡除适合于独奏外，并为多种地方戏种如河北梆子、平剧、吕剧、豫剧、晋剧、秦腔等的重要伴奏
乐器。
流行的地很广，其中以陕西、甘肃、山西等省最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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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71年生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第一位板胡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民族管弦乐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理事，为1995年获中国民族器乐独奏大赛
板胡专业三等奖。
2006年获得北京市教委“青年骨干教师”的称号。
     曾制定了中国戏曲学院板胡专业教学大纲，演奏的板胡独奏曲《花梆子》被收入中国唱片社出版
的CD《大师·板胡》，同时，出版了DVD《牛长虹板胡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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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板胡，作为民族管弦乐中最具特色的拉弦乐器被人们所熟知，它早期是作为戏曲乐队的伴奏乐器
出现，后来通过老一代的板胡演奏家和乐器制造者对乐器形制的改造和对板胡乐曲的创作，板胡被作
为独奏乐器出现在民族音乐演奏的舞台上。
板胡的音色高亢嘹亮，音域宽广，极富地方色彩，演奏的乐曲泼辣热烈，得到了广大音乐工作者和人
民群众的喜爱。
 《板胡:地方风格技巧练习》选编了部分戏曲音乐风格的乐曲、曲牌、唱腔与戏曲风格的练习曲，包
括秦腔、迷胡、豫剧、曲剧、晋剧、河北梆子、哈哈腔、评剧等。
同时，在《板胡:地方风格技巧练习》的编写过程当中，还专门约请了一些从事戏曲音乐创作演奏多年
的作曲家、演奏家为《板胡:地方风格技巧练习》专门创作了一些戏曲音乐风格的乐曲，希望能够以此
来丰富板胡演奏的教材。
另外，除了乐谱部分，《板胡:地方风格技巧练习》还对演奏戏曲风格板胡曲的一些演奏方法、特性音
调等一些内容进行了论述。
　　　　河南省是戏曲音乐比较丰富的地区，戏曲种类较多，而且在当地深入人心，深受广大人民群
众的喜爱，豫剧在河南的戏曲中占主导地位，豫剧的产生为明末流传到河南的陇西梆子与河南当地的
戏曲一“本地土腔”结合产生的，分为豫东调，豫西调，祥符调和沙河调。
豫剧板胡作为豫剧的主奏乐器，已经成为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乐器。
它的演奏技法随着演唱艺术的改革而提高，随着唱腔的变化而发展。
它既有特殊的演奏技法和美学原则，又有及其鲜明的地方风格。
豫剧流派纷呈，板胡的演奏风格也就各异。
　　（一） 定弦　　在河南豫剧风格乐曲中，大多用纯四度定弦。
　　（二） 4和7的运用　　在河南风格乐曲中，4和7虽然不是主音，但是运用得比较频繁。
其中，4音的音高比十二平均律的4略高，比升啊略低，其音高介于4和#4之间，这种现象在音乐学中被
称为“中立音现象”。
4音的游移性和不稳定性使4作为徵调式中的变宫向其宫音5的倾向更为明显。
　　（三） 滑揉　　滑揉是一种只改变弦的长度而不改变弦的张力的一种揉弦方式。
具体方法是虎口放松，手指关节不作屈伸，保持一种指形在琴弦上做上下的均匀滑动。
滑揉是河南戏曲演奏中的突出特点。
目前，滑揉有两种：一种称为“大滑揉”，也称为“悬腕滑揉”，即虎口在琴杆上作上下滑动，带动
手指在琴弦上做原位的上下滑动。
这种滑揉在河南曲剧、坠子中使用较多。
另一种称为“小滑揉”，即戴指帽的手指在琴弦上作原位滑动，幅度较小，虎口不作移动。
由于豫剧板胡琴弦很粗，琴弦的张力较大，艺人们在演奏4音时用滑揉较多。
其他的音宜于滑、压相结合。
　　（四）琴弦和指帽的使用　20世纪60年代之前，豫剧板胡用的外弦是丝弦（老弦），内弦是皮弦
（牛筋弦或羊肠弦）。
用指肚或指尖按弦基本上不能发音，演奏者必须戴上三个金属指帽（指套），四指不戴。
指帽的材质有铁质、铜质或不锈钢材质制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演奏者对豫剧板胡的琴弦进行了改革，借用琵琶金属弦的三弦和四弦作为里外弦
使用，后来又制作了多股钢丝制成的合金弦和缠弦。
琴弦的改变迫使指帽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指帽由金属材质发展到尼龙包钢，即在不锈钢指帽外套上
一层薄尼龙皮。
这种尼龙皮没有缝隙，是在车床上旋制而成。
近十年来，许多演奏者抛弃了不锈钢指帽，采用了尼龙无缝指帽（厚约1.5m），重量也随之减轻。
金属琴弦和尼龙指帽的使用，使豫剧板胡揉弦的方法有了明显的改变，揉弦的变化丰富起来，从单一
的滑揉发展为滑揉、压揉、扣揉、滚揉多种揉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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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板胡，作为民族管弦乐中最具特色的拉弦乐器被人们所熟知，它早期是作为戏曲乐队的伴奏乐器
出现，后来通过老一代的板胡演奏家和乐器制造者对乐器形制的改造和对板胡乐曲的创作，板胡被作
为独奏乐器出现在民族音乐演奏的舞台上。
板胡的音色高亢嘹亮，音域宽广，极富地方色彩，演奏的乐曲泼辣热烈，得到了广大音乐工作者和人
民群众的喜爱。
 本书选编了部分戏曲音乐风格的乐曲、曲牌、唱腔与戏曲风格的练习曲，包括秦腔、迷胡、豫剧、曲
剧、晋剧、河北梆子、哈哈腔、评剧等。
同时，在本书的编写过程当中，还专门约请了一些从事戏曲音乐创作演奏多年的作曲家、演奏家为本
书专门创作了一些戏曲音乐风格的乐曲，希望能够以此来丰富板胡演奏的教材。
另外，除了乐谱部分，本书还对演奏戏曲风格板胡曲的一些演奏方法、特性音调等一些内容进行了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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