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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荣，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青年竹笛演奏家，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

竹笛学会常务理事，深圳市葫芦丝、巴乌学会副会长，深圳市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

龙岗民族管弦乐分会会长，先后师从著名笛子演奏家李增光先生、李镇先生、王次恒先

生，并得到著名笛子演奏家戴亚、张维良、唐俊乔、马迪、谭炎健、耿涛、杜如松老师

的精心指导。

演奏技法娴熟，严谨规范，基本功扎实，音色圆润、甜美。极富感染力，在长期严

格规范的音乐教育下，经过不断摸索创新，取长补短，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

毕业后致力于推广民族器乐，成绩突出，曾获得深圳市优秀教师、深圳市骨干教

师、龙岗区优才、龙岗区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现被认定为深圳市地方领军人才。

多次随文化部交流访问团赴上海、北京、香港、澳门、马来西亚、英国、维也纳等

地区演出及交流，2009年受邀参加由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花好月圆贺国庆”民族音

乐会，2011年多次代表教育局、文体局参加大运会文艺演出，曾参与电视剧《半生缘》

等多部电视剧和多首歌曲的录制，编著有《青少年笛子实用教程》《葫芦丝实用教程》

等教材。2012年在深圳音乐厅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2013年组织广东省名家音乐会并担

任独奏，2014年在深圳少年宫举办师生音乐会，2015年代表龙岗文联赴梅州、阳江等地

交流演出，2015年在龙岗音乐厅率领青年演奏家举办新年音乐会，2016年3月组织策划

“走近国乐”音乐会，近五年共举办沙龙65场，有关青少年民族器乐普及性讲座12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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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识篇

第一章　常 识  篇

第一节  葫芦丝简介

一、葫芦丝简介

葫芦丝又称葫芦萧，傣语称之为筚南母倒（南母倒即葫芦之意）。流行于滇西德宏、保山、

瑞丽等傣族地区，在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中也较为流行。葫芦丝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代，

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葫芦丝起源的动人传说，如傣族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一

次山洪暴发，一位傣家小卜冒（指男青年）抱起一个大葫芦，闯过惊涛骇浪，救出了自己的心上

人，他忠贞不渝的爱情感动了佛祖，佛祖把竹管插入金葫芦，送给勇敢的小卜冒，小卜冒捧起金

葫芦，吹出了美妙的乐声，顿时风平浪静，鲜花盛开，孔雀开屏，祝愿这对情侣吉祥幸福。从此

葫芦丝在傣族人家世代相传。

傣族人民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在节日里，不论是在江中划龙舟或是在江边放高升，还是在

广场上赶摆或是在竹楼里饮酒欢歌，都可以听到动人的歌声。赞哈（民间歌手）在葫芦丝的伴奏

下唱着古老的传说和美丽的神话，唱着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的幸福。

二、葫芦丝结构图示

第一章　常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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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按孔发音图示（●表示按孔，○表示开孔，筒音作5
4

）

第二节  葫芦丝演奏的基本姿势及气息运用

一、葫芦丝演奏的基本姿势

我们学习任何一种乐器，首先要掌握正确的演奏姿势和演奏乐器的方法，这不仅仅是为了形

象美观，更有利于演奏者轻松自如而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

1. 葫芦丝的吹奏姿势有立势和坐势两种。

立势：即两腿直立，呈外八字形，两脚距离25厘米左右，身体重心落于两腿之间，吹奏时面

向正前方。两眼平视，胸部稍起，头正、肩平、收腹，两肋自然下垂，双手举起葫芦丝，葫芦

丝位置的高度和身体略呈85°。用右手的无名指、中指、食指的第一节指肚分别按住葫芦丝的第

一、第二、第三孔，大拇指托于主音管下方（即使之与中指之间的下方），末指则轻轻地按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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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管侧边。用左手无名指、中指、食指的第一节指肚分别按住葫芦丝的第四、第五、第六孔。大

拇指按住主音管下方的第七孔。末指轻轻地按在副管上，这样用双手的末指和大拇指便能将葫

芦丝持住。另外，在吹奏时手指不要抬得过高，也不要过低，高不要超过3毫米，低不要少于2毫

米。过高演奏快速乐曲时会影响速度，产生按孔不严、发音不正等毛病。过低则会使发音降低。

手指抬起时，应放在音孔的正上方，不要移动，不要有多余的动作。正确的手型，手指应该是自

然伸开，自然弯曲，不要伸得过直影响手指的灵活性。

坐势：坐势上身的姿势和立势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坐着吹奏时两腿略分开，两脚平放于

地，身体不要偏向某一边，更不能把背靠在椅子上，要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二处。切记不要埋头屈

胸，两腿相叠，斜视歪吹，它不但影响呼吸的舒畅自如，也会给人以不良的感观。

2. 演奏基本知识。

手指要求自然放松，轻轻用第一节指肚按准音孔不漏气即可，一般手指抬到距离音孔上

方2～3厘米左右。吹奏时两腮不可鼓起，吹奏低音的气息较急（重），吹奏高音的气息较缓

（轻），每句音头用舌做“吐”的动作来带动发音，音尾结束时要收住气息（可以用迅速微张嘴

的方法来辅助断开气息），这样常常练习就可以逐渐减少音头、音尾的杂音。

二、气息的运用

一般可归纳为三种：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胸腹式混合呼吸法。目前被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

胸腹式混合呼吸法。现介绍如下：

吸气时，身体各部位放松，口鼻同时吸气，注意不可提肩和带出任何声响（初学时将胸腹内

的气息全部吹出，然后在全身非常轻松的状态下吸气）。腹部和腰部都充满力量，而胸部会觉得

比较轻松。

呼气时，要求腹肌、腰肌和横膈膜始终有控制（即保持一定的紧张度），使气息在控制的情

况下有节制地、均匀地向外呼出，小腹部不可立即收缩，应保持略向外顶的感觉。另外不要等到

气息全部用完了才去吸，应在有少量剩余的时候就重新换气。

总之，吹奏中的呼气始终要在一定压力（小腹要有顶住的感觉）推动下均匀地输送，气息要平

稳，平常可以通过吹奏长音进行训练。每次吸气的量可根据乐句的长短、强弱等具体灵活把握。

第三节  乐器保养及基本乐理常识

一、保养小常识

葫芦丝和巴乌都是簧管耦合振动类乐器，主要是由簧片和竹管共同组成耦合振动而发音的。葫

芦丝和巴乌一般在出厂时，都已经把簧片调整在最佳的状态了，所以，我们不能再改变簧片的原有

位置。有时由于吹奏时用气不当，会造成簧片的变形，轻则使用音域变窄，音色变差；重则吹不出

音。已经变形的簧舌，应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修理，且将簧片放在原来的竹管上调整，不能随意拆

下与另一支乐器对换，这是因为调换了竹管则改变了耦合振动的条件，反而不能正常发音。

保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W07086-#3W1460.indd   3 2016-11-24   14:43:26



4

葫芦丝教与学

（1）不可猛力吹奏。

葫芦丝和巴乌两种乐器都是超吹法演奏的乐器。在吹奏时，用气应适当，否则会使簧片下陷

和曲折，失去应有的弹性，造成损坏。

（2）平时要保护好簧片。

巴乌，由于簧片裸露在外头，若保护不当的话，很容易让硬物碰到簧片。葫芦丝和巴乌两种

乐器的簧片都非常娇嫩，特别薄和软，在外力的作用下，很容易造成簧片折曲而损坏。已折曲的

簧片，一般已无法再恢复到原有的音准和音色，一支葫芦丝或巴乌就这样因一个小小的簧片的损

坏而破坏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3）平时要轻拿轻放。

不吹时，最好用一个布袋或是箱子装起来。对于巴乌，要防止异物碰到簧片，一旦簧片受到

大的振动而掉离竹管，可用合适的黏合剂黏合在原来的位置上，仍可使用。对于葫芦丝，要注意

葫芦和竹管连接处的安全，不可随意拨折，以防止其松脱。

二、基本乐理常识

简谱是一种较为通用的记谱法，也是最常用和便捷的记谱方式。它具有简明通俗、调式感

强、记录单声部乐曲比较方便等特点。目前，在我国大陆、港台地区及东南亚应用较为普遍。

1. 记录音的高低。

简谱是用七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作为基本音级来表示音的高低及其相互关

系，这七个音我们一般称为“简谱唱名”，用字母标记为do、re、mi、fa、sol、la、si，分别与汉

字多、来、咪、法、梭、拉、西的普遍发音基本一致。如：

显然，单用这七个音来记录歌曲是不够的，还需用到一些更高或更低的音。表示高音的方法

是在音符上方加实心小黑圆点，如        ；表示低音的方法是在音符下方加上实心小黑圆点，

如      （小圆点只改变音的高低，其唱名是不变的）。这样包括七个基本音在内，我们便可

以用许多不同高低的音来记录乐音了。这些音可分为不同高低层次的音组，如：

加在音符下面的实心小黑圆点叫低音点，表示该音唱（奏）要低一个八度。如需记录比低音

组更低的音，还可再加一个低音点（称为倍低音），如 、 、 。加在上面的实心小黑圆点叫高音

点，表示该音要唱（奏）高一个八度。如需要记录比高音组更高的音，也可再加一个高音点（称

为倍高音），如

14、24、34

1
4

、2
4

、3
4

1:: 2:: 3::

1
::
、2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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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开始，按音的高低顺序排到高音组的“14”，我们称之为“音阶”。音阶能清楚地表

示出各音之间的相对高低关系尤其是相邻两音之间的音高距离。需要指出的是，音与音之间的音

程关系不全都是一样的，其中“3”与“4”、“7”与“1”之间为半音关系，其余相邻的两音之

间为全音关系。“半音”是音与音之间的最小距离，两个半音等于一个全音。如下所示：

上述简谱唱名各音之间的高低关系只是相对的，不能表示出音的具体高度，也就是说“1”

到底应该唱多高，我们还无法确定。要表示出音的具体高度，必须依据键盘乐器（如钢琴、风

琴、手风琴、电子琴等）上的音高和字母音名体系来决定。我们经常可以在简谱歌曲上方看到的

“1=C”或“1=B”等记号，就是为了标记歌曲唱名具体高度的调号。根据这种记号，可在键盘上

找到规定的音高位置，明确唱名的高度。

前面已经谈到，要唱出简谱唱名的具体高度，必须依据键盘或音名。这就是说，唱名的音高

（相对高度）是可变的，音名的音高是不可变的，唱名的音高要根据音名的不同而变动。正是这

种唱名音高的可变性给我们学习简谱知识、练唱简谱歌曲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平时我们视唱时，

如果没有键盘等乐器确定音高，只要能把曲子的最高音和最低音唱出来，便可根据自己的嗓音条

件，任意选唱一个高度的“1”音。若要按照歌曲标记的音高唱（即按调）唱，就一定要找到歌

曲所要求的“1”音在键盘上的位置。

2. 简谱的音符。

音符是表示音乐中每一个音延长或存在时间的长短，音符的长度称为时值。

由于相互之间的长短比例关系各不同，音符可分为两类：一类叫基本音符（也称单纯音

符），另一类叫附点音符。音符的长短关系是相对全音符来划分的，其名称是按该音符与全音符

的比值来命名的。在乐谱中，音的长度用增时线、减时线、附点、延音线和连音符来表示。

基本音符：又称为四分音符。即不带增（减）时线和附点的音符，一个四分音符为一拍。

增时线：写在基本音符右边的短横线。增时线越多，音的时值越长，每多一条增时线就表示

延长一个基本音符的时值。

减时线：写在基本音符下边的短横线。减时线越多，音的时值越短，每多一条减时线就表示

缩短原来音符时值的一半。

全音符：一个全音符由一个四分音符和三根增时线构成，例如：“5 - - -”，所以它的时

值等于四个四分音符的时值。

附点：写在音符右边的实心小黑圆点。带附点的音符叫附点音符（带两个附点的音符为复附

点音符），表示延长前面音符时值的一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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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丝教与学

延音线：用于连接两个音高相同的音的弧线。被延音线连接的两个音只唱第一个音，其时值

等于两个音时值的总和。如“ ”，这个公式是表示延音线连起来的两个四分音符的时

值等于一个二分音符，并且只唱第一个音，即“5”。

圆滑音：连接两个不同音的弧线叫圆滑音。如  示唱或弹这两个音的时候要圆滑地过渡。

临时变音记号：临时改变音的高低的符号，主要有以下三种。

“”升音记号，标记在音符的左上角，如
5表示将5升高一个半音；

“b”降音记号，如
b5表示将5降低一个半音；

“”还原记号，如
5表示将该小节内升高或降低的5音还原。

演奏提示：“”和“b”记号只在一小节内有效。

连音线：用弧线中间加注代表划分音符时，用分数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常用的连音符有三连

音、五连音、六连音。如：

第四节  指法表及演奏符号

一、指法表

1. 筒音作5
4

的指法表（包括低音3
4

）。

演奏提示：表中一至七音孔的排列是按从右到左的顺序，“ ”表示闭孔，“ ”表示开孔，

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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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常识篇

2. 筒音作1的指法表（包括低音6
4

）。

3. 筒音作2的指法表（包括低音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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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用演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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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入门篇

第二章  入  门  篇

第一节  单吐及左手3、2、1、5指法练习

教学目的与要求
初步掌握左手各音指法及不同时值的节奏，学习单吐及换气技巧。

重点：学习单吐。

难点：指法的熟练与节奏训练。

教学建议
从单吐入手教学，可先读音。教学中要注意节奏的准确性及换气的严谨性，指法的熟练可采

用多种形式进行，如独奏、合奏、师生接龙等方式。

一、单吐

单吐是一切吹奏的基础，是葫芦丝、巴乌、竹笛等吹管乐器中最为重要的技巧之一。

单吐音的符号为“T”。练习前先念“吐”字，然后再在乐器上进行吹奏。吹奏吐音时舌头的

动作为：舌尖轻轻地打上牙根，再迅速收回。

练习时注意以下几点：

1. 吹奏单吐音时，口腔内要打开。这样发音才会饱满、结实、有弹性。

2. 要注意是“吐”，不是“呼”。

3. 舌头要自然、放松，不可紧张。

4. 练习时要轻吐，气息不要中断，力度适中。

指法表

吹奏基本音3（mi）、2（re）、1（do）

指法图示：（简音作5
4

）

第二章  入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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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提示：图中“ ”代表闭孔，“○”代表开孔。以下同，不另说明。

二、3（mi）音的练习

筒音作5
4
 
 
Β
4
Κ

演奏提示：

1. 练习“3”音时，气息要轻一些。2.“τ”为单吐符号，“

Λ

”为换气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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