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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在中国５６
个民族中,黎族能歌善舞由来已久,其音乐文化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黎族乐器是黎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约有４０余种,
其中极具民族特色的有十几种.这些乐器从材质、造型、
制作工艺到演奏方式、技巧、曲目,再到应用领域、适用

范围等都有着鲜明的黎族特色,是我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

的一部分.
近年来,我国音乐事业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黎族

乐器作为中华民族音乐大家庭中的一员,以其浓郁的历史

内涵与民族特色,吸引了大批学习者与研究者.为了进一

步系统地总结黎族乐器理论与演奏方法,促进黎族乐器的

当代传播与发展,我们出版了这本 «黎族乐器大观与作品

欣赏».
本书按照民族乐器的一般分类方式,将黎族乐器分为

打击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以及吹管乐器四类,并对

每一类乐器中的代表乐器进行了介绍,共３３件.在内容

的编写上,本书对这些乐器的形制、历史演变、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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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发声原理、演奏方式等进行了图文并茂、简单易懂地

介绍,满足了广大音乐爱好者以及黎族文化爱好者的需

求,同时也给一些研究者开展与黎族乐器相关的学术研究

提供了参考资料.最后,本文选取了九首具有代表性的黎

族乐器曲目,以方便广大读者深入了解与学习演奏黎族

乐器.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优秀研究成果,得到广

大专家学者及同仁的广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同时由

于本人水平有限,研究不够深入,书中若有不当之处,恳

请广大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作　者

２０１７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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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黎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主要生活在海

南岛,是海南岛的原住民,人口一百余万.黎族人民有自己的语言

———黎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方

言,如侾 (音哈)、杞、美孚、润和台 (亦写作赛)等.不同方言

区的黎族既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民族共性,也在民

歌、舞蹈、服饰等方面具有个性,他们共同塑造了黎族的民族

文化.

一、 黎族乐器历史

黎族是一个热爱音乐舞蹈且能歌善舞的民族.黎族有句俗语叫

作 “歌声不停,笛音不止”,由此可见,音乐、舞蹈在黎族人生活

的地位.黎族乐器是黎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黎族人民的

生产、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黎族乐器有４０余种①,

传统乐器主要有独木鼓、叮咚、口弓、口拜、鼻箫、灼吧、哔哒、

哩咧等.同时,黎族人民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乐曲,黎族乐曲主要

包括独奏乐曲、合奏乐曲、歌舞乐曲、祭祀乐曲和八音乐曲五

大类.

关于黎族乐器早在宋代一些文献中便有提及,如 «太平寰宇

记»记载:琼州黎人 “打鼓吹笙以为乐”;«桂海虞衡志»载:黎人

“聚会亦椎鼓歌舞”,这里提到了笙和鼓,是黎族传统乐器之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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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黎族乐器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采用广义的看法,即认为黎族

乐器是黎族民间使用的乐器,既包括传统乐器,也包括改良乐器以及创新乐器.对于其

他民族共有的乐器如唢呐、螺号、牛角号、木臼、树叶笛等本文不做详细介绍.



了清代张庆长 «黎岐见闻»则有了较详细的记载: “男女未婚者,

每于春夏之交齐集野间,男弹嘴琴 (口弓),女弄鼻箫,交唱黎

歌.”这里提到的嘴琴、鼻箫在现在黎族生活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是黎族乐器的代表.但黎族乐器绝不是产生于宋代,它应产生于更

早时期,与黎族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

黎族竹木器乐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副主任王海昌曾说: “黎族传统乐器取材于大自然中的各种

竹木、畜兽皮原料,经过手工加工而成乐器,散发着原始社会的生

活气息.黎族乐器是人们崇尚自然的生动体现,是原生态音乐的

遗存.”

我们认为,黎族乐器、乐曲应产生于原始社会生活中,是黎族

先民在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中创制出来的,保留有原始生活的音韵

和黎族原始生活的风情.如叮咚声音清脆响亮,据说便起源于黎族

先人用木棍敲击吓走鸟兽,以保护山栏稻、玉米、木薯等庄稼.独

木鼓①声音恢宏厚重、鼓谱简洁明了,体现原始崇拜祭祀活动的肃

穆场景.

黎族乐器在发展、流变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族、苗族

等其他民族乐器的影响.在不断地吸收、借鉴、改进其他民族的乐

器以适应本民族发展需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

乐器和乐曲.如黎族乐器哒唠、口拜无论从形制上讲还是从发生原

理上讲都与汉族的唢呐相似,而且有些黎人则直接称之为木唢呐,

有些地区在婚丧嫁娶时则直接用汉族的唢呐,这明显是受到汉族唢

呐的影响的结果.再比如,拉弦乐器椰胡则明显是二胡的变种、令

东 (木琴)则与月琴十分相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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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乐器的制作材料、 形制及曲调特色

黎族传统乐器从制作材料上看,主要以本地出产的竹子、原

木、牛角、椰子壳等为主,而很少有铁、铜等金属材料,这主要与

历史上黎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有关.黎族传统乐器中的独木鼓、叮

咚、口弓、口拜、鼻箫、灼吧、哔哒、哩咧等没有一件是用金银铜

铁制作的,少量金属乐器如铜锣、铜鼓等则直接是从汉族地区引进

的,当作社会重要财富看待.历史上,黎族地区手工业水平落后,
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生活日用品等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如其居住

的船型屋为原木、茅草搭建而成;其交通工具独木舟就是一整根原

木挖空而制作成的;其日常盛物用的篓等是以竹篾编成的;甚至有

些衣服也是以整张树皮制作而成等.而金银铜铁等金属,在黎族生

活中皆属于贵金属,例如铜锣、铜鼓等乐器在黎族村寨中都属于重

要财富,要几头牛才能换一面铜锣,十几头牛才能换一个铜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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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传统乐器从乐器形制上看可谓是特色鲜明.最有特色的当

属吹管乐器中的哩咧.哩咧的吹管使用大竹节套小竹节,一节节组

合起来的,很有观感.其次灼吧也很有特色,灼吧的吹管和主音管

之间形成的标志性的 “７”字形,使其很容易就能从其他乐器中区

分开来.此外,哔哒将两个竹管并排绑在一起,如同排箫,演奏时

可以一根手指按两个按音孔.牛角郎用大水牛角掏空后并排绑扎在

一起,形制独特,极具民族特色.叮咚是将两根原木用藤条上下悬

挂在木架上,演奏时用短木棍敲击,看似简单,却声音清脆、嘹

亮,是黎族乐器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有些竹制乐器故意保留竹

节、竹根须等,显得古朴自然;有些乐器刻上民族图案、坠上民族

饰品,观感十足.

黎族乐器多为黎族民间艺人手工制作而成,没有统一的制作标

准.因此,其工艺水准参差不齐,致使一些乐器音色不纯,调式不

准,并伴有一定的撕裂音.以至于有些乐器只适合自娱自乐,而不

适合艺术表演,这也是黎族乐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良的.

黎族传统乐器具有浓浓的民族特色,用这些乐器奏出的传统乐

曲更是蕴含着原生态的音乐特征,古朴简约,它融汇了黎族的传统

文化、审美意识、民俗风情以及宗教情感等元素,特色鲜明,为黎

族人民所喜闻乐见.黎族乐曲的曲体结构灵活自由,旋律顺畅,音

调古朴清纯,其曲牌结构多为单曲体,以一个曲调为基础做重章复

唱,在反复演奏中加入速度变化,以加深人们对音乐的印象,从而

产生审美共鸣,长时间沉寂在美妙的乐曲中.在调式音阶方面,黎

族乐曲多为五声音阶为主的徵调式和宫调式,曲调大体是以同度音

阶反复和二度音阶为主进行,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节拍一般较为

规整.黎族乐器的曲调风格加上演奏者的高超技巧 (如循环换气

等),演奏出的乐曲变化多样、风格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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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黎族乐器的分类及使用

关于黎族乐器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法,按照民族

乐器的一般分类方式,可以分为打击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以

及吹管乐器等四类.打击乐器主要有石鼓、木鼓、独木皮鼓、铜

锣、叮咚、太阳牛角鼓、榔棹柃、牛角郎、钱铃、椰钹等;拉弦乐

器主要有朗多依、伴胡、椰胡、竹胡、牛角胡等;吹管乐器主要有

鼻箫、哩咧、灼吧、哩篓、口拜、哔哒、双管鼻箫、哒唠、牛角

弯、椰乌等;弹拨乐器主要有口弓、令东、椰琴等.

黎族乐器不但在国内堪称一绝,在国际乐器品类中也是十分罕

见的.黎族民间乐器在长期的发展应用中,逐渐形成了 “黎族八

音”乐队,黎族八音乐队的乐器主要有:哒唠 (等于现在的大唢

呐)、口拜 (等于现在的小唢呐)、小铜锣、小鼓、椰胡、竹胡、木

琴、碰铃等,如果是大的乐队还可增加牛铃、叮咚、牛角郎等打击

乐器.由此可见,黎族八音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八种乐器的乐队,在

不同地区、不同场合下使用的乐器会有所不同.八音演奏是黎族地

区尤其是保亭地区最有特色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通常是在节庆、

结婚等场合上表演.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应用中,以独木鼓、叮咚、口弓、哩

咧、哔哒、口拜、鼻箫、灼吧为代表的黎族竹木乐器最终入选了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这对黎族乐器、乐曲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黎族乐器尤其是民间传统乐器不纯粹用于艺术表演,有些还广

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离不了鼻箫、灼

吧;婚丧娶嫁离不了拜、哔哒、哩咧;节日庆典、宗教祭祀离不了

独木皮鼓、铜锣等.另外,黎族乐器还可以给黎族歌舞伴奏或成为

黎族舞蹈的道具,如 «钱铃双刀舞»就是离不开钱铃这个重要的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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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兼道具.

四、 黎族乐器的保护和传承

黎族乐器一方面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优势明显,但另一方面

也具有工艺水准落后、音调不准、音域不广、音色差等不足,需要

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保护黎族乐器不能只是停留在收集、整

理、挖掘、记录黎族原有成果的层面,而应该将其引入教学科研、

商业开发、舞台表演等领域,应将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相结合,将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将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

首先,应注意挖掘、抢救、记录、整理、出版失传的和濒于失

传的黎族乐曲、乐器,这是基础性的,也是传承、保护的第一步.

在收集、整理、留存黎族乐器、乐曲的过程中应尽量保留原貌、原

态,掌握第一手材料.

其次,应注意吸收、借鉴其他文化优秀成果,在传承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在充分保留黎族乐器、器乐曲的鲜明民族特色的基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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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胆吸收、借鉴和利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赋予优秀传

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并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以满

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

再次,应注意结合国家相关政策,通过立法、立项等方式进行

保护和传承.目前,我国经济文化建设正在快速发展,各项事业都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包括民族音乐文化高

度重视,地方政府应抓住时代机遇,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法

规,使黎族乐器的保护和传承走上制度化和常态化.同时,地方政

府、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应积极申报相关项目,通过申报

世界或者国家级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等方式,获得国家政策、资金等

方面的支持.地方政府也可以借此加大投入,打造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传统节日盛会,如黎苗三月三,建设文化馆、博物馆等.

最后,应注意结合现代科技文化发展新动向,不断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文化创新模式、文化传播模式,促进黎族乐器的大发展.

当今中国已进入 “互联网＋”时代,民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也应该

借助这个时代良好的机遇着力发展现代教育和科技,不断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着力发展互联网等网络新媒体,不断创新文化传播模

式;着力开发黎族乐器、器乐曲,不断创作优秀的文化产品,以满

足广大人民文化需要.

对待民族文化,我们应该相信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因此,

保护和传承黎族乐器既是黎族人民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音乐爱好

者的责任.

保护和传承黎族乐器,不得不提黎族乐器传承人黄照安先生.

黄照安先生为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什磨村人,曾

任保亭县工商局所长、工会主席.他是黎族地区唯一身兼黎族乐器

的收藏、制作、演奏和传承的人.工作之余,黄照安凭着自己对黎

族乐器的爱好,自费下乡去采风,收集乐器、民歌;自费组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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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演奏队,自己花钱为农民培训;自费去外面培训,提高自己的

业务水平;自费买各种材料,制作改良各种黎族乐器.经过多年的

努力,黄照安先后搜集、挖掘出黎族传统乐器哩咧、口弓、灼吧、

叮咚、牛角胡、椰胡等乐器多达四十余种,他还与人合写了 «黎族

乐器集锦»一书,发表了 «黎族乐器现状与改革» «黎族乐器 “哩
咧”的起源与演变»等文章.此外,他还成立了老年黎族器乐演奏

队,开班黎族乐器传习所等,担任海南师范大学等相关高校的外聘

教师,为保护和传承黎族乐器做出了突出贡献.本书的写作正是因

为得到了黄照安先生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完成,在此对表示衷心的

感谢.

—８—

黎族乐器大观与作品欣赏



打击乐器

黎族打击乐器是黎族乐器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有独木皮

鼓、木鼓、叮咚、蛙锣、牛角郎、榔棹柃、钱铃、椰钹等组成.其

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叮咚和独木鼓,目前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有些书籍中会把独木皮鼓与大鼓、鹿皮鼓、牛皮鼓、黄

猄皮鼓等区别对待,这样便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件黎族乐器,我们认

为后面几种鼓都是独木皮鼓,只是蒙的兽皮不一样叫法不一样而

已.只有木鼓是不蒙兽皮的,所以我们单列出来,以与独木皮鼓相

区分.另外,有些人击碗、碟匙、木臼、击杆等也作为黎族乐器,

我们认为这些乐器虽在黎族地区使用,但由于民族特色不够鲜明,

且在别处容易见到,兹不详述.关于蛙锣和铜锣,我们认为蛙锣是

铜锣的一种,但由于蛙锣更具有黎族文化内涵,故我们只介绍蛙

锣,而不介绍铜锣.至于铜鼓,在黎族历史上确实曾作为乐器使用

过,但后来由于种种逐渐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或被铜锣所取代,

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见到,早已失去了乐器的价值和意义,故不再

介绍.

一、 独木皮鼓

又叫 “大皮鼓”“大鼓”,黎语叫 “根浪”或 “根龙”.

独木皮鼓,击奏类体鸣乐器,是黎族最早的乐器之一.

据黎族古歌讲述,独木皮鼓原为独木鼓 (也叫木鼓).远古时

候天雨打雷 (黎族先民一般认为是雷公所为)击倒大树,并烧出树

洞,黎族先民发现这种中空的树干敲打起声音独特、响亮,便用它

来呼众围猪.后来人们用鹿皮、牛皮等蒙住木鼓的两端洞口,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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