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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京胡教授吴炳璋先生的专著《京胡演奏与教学研究》终于出版了。
早在酝酿此书出版之初，吴先生即命我为其大作写序。
笔者曾以晚辈后学难当此任为由辞谢再三，无奈先生不改初衷。
笔者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在此为吴先生大作的出版打一通开场锣鼓。
　　吴炳璋先生曾任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首任系主任，是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资格最老、教学生最多
、也最有名气的京胡教授。
其学生遍及全国各地，教学成就在京剧界有目共睹，在京剧器乐行内有口皆碑。
由于吴先生在教学方面的突出成就，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曾于2004年专门为其举办过从教五十周年纪
念活动。
记得那天京内外众多琴师和有关专家在中国戏曲学院济济一堂，上午探讨和总结吴先生的教学经验，
下午以音乐会的形式展现吴先生的教学成果。
吴先生也精神矍铄地操琴登台演奏，赢得台下一阵阵叫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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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炳璋，男，回族，1926年5月12日出生于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京胡教
育家、演奏家，原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系主任。
　
　　吴炳璋先生出身于梨园世家，自幼酷爱京剧艺术，1941年拜著名琴师耿永清先生为师学习京胡艺
术，与师兄王瑞芝、何顺信等先后同堂学艺。
后有幸向著名京胡大师徐兰沅和杨宝忠两位先生进一步学习深造，使其琴技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为曰后执教及伴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经当时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前身）校长、著名京剧大师王瑶卿先生及贯大元先生举荐
进入了中国戏曲学校从事京胡教学工作，至今已有五十余载。
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教生涯中，他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京胡、京二胡人才，现今遍布全国各
大京剧院团。
他们有的为著名演员伴奏，有的是学院教学骨干。
在吴炳璋先生培养的学生中，担任京胡伴奏的，主要有：万瑞兴（为杨秋玲伴奏）、杨柳青（为方荣
翔伴奏）、林宗褪（为李光、李维康伴奏）、张素英（为李维康、耿其昌伴奏）、赵建华（为于魁智
伴奏）、赵旭（为王蓉蓉伴奏）、刘铁山（为张建国伴奏）、刘震国（为马长礼伴奏）、赵宇（为张
火丁伴奏）等等。
担任京二胡伴奏的主要有：白宝珠（为孙毓敏伴奏）、张耀鸾（为叶少兰伴奏）等等。
担任京胡教学的主要有：杜凤元、魏寅初、蒋莘、刘铁山、王彩云、姚利等。
担任京二胡教学的主要有：赵智全、林学民等。
不一一列举。
 
　　另外，在全国其他省市京剧团担任京胡伴奏的有：上海的周晓铭，天津的李卫纲，济南的纪霄光
、赵正，西安的王延河，兰州的阚永生，内蒙古的宋荣，新疆的黄永明，云南的唐皓，湖南的张再蜂
等等。
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了。
吴炳璋先生培养学生之多、成才率之高在我国京剧教育界并不多见，因此他被誉为“梨园劲松，桃李
芬芳”。

　　在他五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参与了中国戏曲学院（校）几乎全部的教学改革工作；参与策划了历
届的招收新生工作；编写过多种教学大纲等。
他非常重视京剧音乐方面的研究，他将多年来执教中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措施等宝贵经验不断进行总结
整理，提炼撰写成为多篇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专业学术性论文。
他还整理编写了百余种京剧各行当及流派的《京胡剧目伴奏教材》。
他曾应邀多次在北京电视台等处进行京剧音乐艺术专题讲座，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表彰吴炳璋先生对我国京剧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88年被文化部评为“国家一级演奏员”
；1992年被国家人事局授予“对国家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11
月27日中国戏曲学院、系领导为了体现教育为本、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其举办
了“吴炳璋先生从教五十周年研讨会暨师生汇报演出活动”，学院各级领导、师生和同仁们以及各省
市吴先生的部分学生来京参加吴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活动。
在上午举行的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对吴炳璋先生在教学以及伴奏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
在下午汇报演出活动中，师生同台为部分名演员伴奏，参加演唱的名演员有：于魁智、李胜素、李长
春、王蓉蓉、李宏图、张晶、刘勉宗等。
最后吴炳璋先生为京剧名家李鸣岩伴奏《望儿楼》及《钓金龟》选段，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京胡伴奏与教学研究>>

　　现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吴炳璋先生接受了中国戏曲学院的反聘，仍活跃在京胡教学第一线，为培养
更多更出色的京剧音乐人才、振兴我国京剧事业继续发挥着余热，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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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京胡的伴奏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伴奏技法也是极其丰富的。
若想在伴奏中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首先必须具备过硬的弓法指法的单项演奏技巧，即过硬的基本功
；同时必须掌握多种伴奏技法。
只有将弓、指法的单项技巧与丰富的伴奏技法结合起来，并能巧妙地运用，才能达到烘托剧情、丰富
唱腔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伴奏唱腔必须突出一个“伴”字，即以“唱”为主，以“伴”为辅。
虽然如此，并不等于消极和被动的去伴奏，而是要积极的、能动的进行伴奏，是根据剧情、人物表演
及唱腔内容的需要进行伴奏。
时而使其明枝亮叶，时而使其深情内涵，时而同、时而异、时而单、时而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积极
和能动的去伴奏，也就是利用丰富的技法去进行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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