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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乐器的产生和发展

在远古时期，人类唯一的乐器就是自己的喉咙，他们喊、
他们唱，这便是最初的音乐。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
发展，人们发现世间有许多东西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于
是，一段木头、一支牛角、一节竹子、一根兽骨或一片树叶就成
了大家互相招呼、组织、召集的工具，后来人们在工余利用这
些东西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大约就是最原始的乐器。
从乐器史的发展看，打击乐器和管乐器的产生年代比其它乐
器要早，这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证明了劳动创造
音乐的学说。

人类会使用金属之后，乐器的发展更加迅速，金属清脆嘹
亮的音色大大丰富了乐器的表现力。由于金属加工尺寸准
确，变形小，因此音律也得以精确地调整和测定，精确的音律
又进一步给制作乐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金属的使用令
乐器的制作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上层文化的进步，一项科学
技术的成就能够改变传统的习惯和形式，产生全新的观念。
数学、物理学、工艺学的进步不断使乐器在发音原理、律制修
正、部件构造、制作方法等方面发生着变化，使之音色更加丰
富、演奏更加方便、制作更加规范。特别是人类文明步入电子
时代后，电子乐器的发展日新月异，现代先进的电子合成器不
但能够模仿自然界的音响，而且能发出人们从未听到过的声
音，这就大大丰富了乐器的表现能力，给作曲家们更大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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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发挥他们的天才。
经过人类长时期的总结、摸索，许多传统乐器的外观、尺

寸、制作材料、制作工艺等已经基本确定，有些甚至数百年来
都没有很大的变化，乐器制作工艺复杂，关键制作技术更是匠
人的不传之秘，致使名家制作的乐器和非名家制作的乐器无
论在品质上还是在价格上都有惊人的差异，以今天的科学手
段，还不能分析测定出乐器的制作技术，使得乐器的制作蒙上
了神秘的色彩。时至今日，虽然传统乐器在形制上已经基本
固定，但对乐器的改革仍在不断继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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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民族乐器史话

在漫长的中国音乐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人在生活的实
践中经过长期的创造，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样的、富有民族特
色的民族乐器和具有多种形式的民族器乐曲。长期以来，人
们用它来寄托情思、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无论是在古人的
祭祀、民间的喜庆节日、或者是在婚丧嫁娶的活动中，它经常
和唱歌、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以表达人们的各种思想
和情趣。它伴随着人民的生活经历过无数个岁月，受到广大
人民群众的喜爱。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创造和使用乐器，
根据考古的发现和甲骨文当中的记载，当时使用的乐器已经
有鼓、土鼓、磐、离磐、钟、铃、管、埙等乐器。打击乐器在当时
占着主要地位，吹管乐器基本上是简单的单音乐器，但是已经
看出向多音乐器发展的趋向。

奴隶制社会时期，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较原始社会都有
了相当大的发展和提高。在战争中得来的奴隶，除了强迫他
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之外，还迫使他们生产供奴隶主享受的
各种物品，其中也包括乐器的制作，由于奴隶制社会技术的进
步，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社会生产，而产品还有所剩余，
所以音乐的演奏，也开始从原始社会的以自娱为主而向专业
化转变。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文字，从现在出土的乐器实物
和甲骨文当中的记载来看，商朝（公元前１６世纪至公元前１１
世纪）已经出现了很多种乐器，鼓、铃、磐、编磐、钟、缶、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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竽等乐器已经普遍开始应用，打击乐器的构造已比较复杂，吹
管乐器已经出现了像笙和竽那样簧与管相配合而发音的簧管
乐器，这无疑在世界音乐发展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
也说明了当时的器乐演奏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到了周
朝，见于文字记载的乐器名称已达七十多种，弹拨乐器已经出
现，其中的琴和瑟在以后流传了几千年。由于乐器的品种繁
多，古人已经能按照乐器制造材料的不同，以金、石、土、革、
丝、木、匏、竹八种进行分类，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八音”分类
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结构产生了急剧的变化，打破
了宫廷对音乐的垄断，民间音乐活动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战国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等、鼓瑟、击
筑、弹琴。”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器乐在人民的生活中间已经是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最近，在湖北省随县从曾侯乙墓中出
土了一套战国时期的编钟，它的制作工艺精良、音域宽广，可
见在民间音乐普遍开展的基础上，宫廷音乐已经发展到了相
当的高度。

秦汉隋唐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中
央封建集权制度由形成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促使了文化
艺术的发展。从公元前２世纪开辟了丝绸之路以来，随着物
资的交流，在文化方面，同时也展开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
与民族之间广泛的交流。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对我国的音乐
发展也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南北朝时期民族的大融合，也
促使了文化方面的融合，音乐在这个时期相应地也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隋唐时期，乐器的品种大大增加，少数民族的乐器
逐渐与中原地区使用的乐器互相结合，提高了乐器的质量，丰
富了它们的演奏技法，为唐代音乐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条件。
唐代音乐的大发展，受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重视，并派人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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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来学习，现在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乐器，就是中日两国音
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宋代以后，词曲、戏曲、歌舞、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不断
出现或得到新的发展，对器乐又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这个时
期的民间音乐更为发达，而宫廷音乐逐渐萧条。在这里要特
别指出的是，唐代出现拉弦乐器的雏形，在宋代得到了发展，
并且开始广泛使用，它的出现和发展，对我国器乐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样，在宋代以后，以吹奏乐器，打击乐
器、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在乐队中的配合使用，使得我国的民
族乐队更加丰富和完整了。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在我国产生了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文化，由于复古主义和黄色文化的侵蚀，影响了民间
器乐的发展。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进步思想和追求
民主的知识分子，要求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民族器乐界以刘
天华先生为代表的革新者，首先把老百姓所熟悉的胡琴加以
改革，并为它创作了一批乐曲，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思
想状态，使胡琴从民间状态逐步走上了近代专业化道路。经
过了他的努力，把二胡、琵琶这些民族乐器带到了高等音乐学
府，为民族器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国之后，民族音乐事业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在党和人
民政府的重视下，全国各地的音乐院校相继建立，不断设置各
种民族器乐专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教师和乐器演奏人材。
很多处于民间状态的乐器，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和改革，一般
地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音域、增加了音量，在注意保持民
族乐器原有特点的基础上，把民族乐器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
的水平上来。近年来，音乐艺术院校和音乐团体培养了一批
音乐作曲家，他们根据今天人民生活的特点，创作了大批反映
今天人们的思想和情操的音乐作品，并且已经成为人民群众



民族乐器史话 


?

· ７　　　　 ·
















文化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成为推动民族器乐向前
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今天，我国的民族器乐正在摆脱旧时代、旧思想的限制和
束缚，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长期以来，生活在各地区的不
同民族，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习俗及爱好，创造了无数种乐
器，创作了大批乐曲，借它来抒发感情、寄托情思。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还在民间流行的乐器有四百种之多，按照演奏习惯
及乐器的性能，我们将它分为吹奏乐器、打击乐器、弹拨乐器
及拉弦乐器四大类，下边分别做一些介绍。

“吹”出来的仙乐
吹奏乐器在我国乐器发展史上是出现比较早的一类乐

器。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龠、和（小笙）、竽等乐器名称
的出现。在周代民歌总集《诗经》当中有箫、管、龠、埙、篪、笙
六种吹管乐器的名称，发展到近现代已有百种之多。现在的
吹奏乐器根据演奏方法和乐器构造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
种，即无簧哨的吹奏乐器，如笛、箫、斯布斯额（哈萨克族竖吹
木笛）；带簧哨的吹奏乐器，如管、唢呐、巴乌；以簧和有定长度
的管配合而发声的簧管乐器，如笙、葫芦笙等。下面将常见的
吹奏乐器介绍如下：

笛
笛是我国最常见的吹管乐器之一，早在春秋末期已经出

现。在广西出土的西汉时期罗泊湾墓葬中的笛已经有一个吹
孔和六个按指孔，与今天使用的笛很相似，粗算起来，它已经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流传的过程中，它的形状和
构造变化不大。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岗石窟里，曾经出现过
一种义觜笛，与今天西洋乐器长笛的吹觜部分大致相同，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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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演奏的方便而创造出来的，可见古代乐工的聪明和
才智，也可看出乐器制作的高超水平。

笛也叫笛子、竹笛、横笛，用竹子打通竹节后制成，一般有
一个吹孔、一个笛膜孔、六个指孔，笛膜孔上贴以苇内薄膜或
竹内薄膜，以扩大音量并使音色清脆明亮，但也有不开笛膜孔
的，声音较为厚实、沉稳。笛的种类很多，各个时期及各个地
方的形制亦不统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常为北方梆子戏曲
伴奏的叫梆笛，声音高亢清脆；一种多用来伴奏昆曲的叫曲
笛，较梆笛粗且长，声音较柔和圆润。笛多用于独奏、合奏和
歌唱的伴奏，在民间乐队中常处于领奏地位，与西洋管弦乐队
合作，笛往往能产生独特的效果。梆笛多为Ｇ调，曲笛多为
Ｄ调。

现在一般的笛为竹制，上面开有吹孔和膜孔各一（也有不
开膜孔的笛，称“闷笛”），按指孔六个，能奏出两个多八度的
音。由于笛子构造简单，音色悠美动听，历代相传，创作了大
量的乐曲，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笛子演奏家，还引出不少绘影
绘声的故事。

据说，唐明皇非常喜爱音乐，他选了几百名音乐家，成立
了一个专门的音乐机构，称做梨园。在梨园中有一个享有盛
名的笛子演奏家李谟，吹得一手好笛，还藏有几支稀世的烟竹
笛，但是他仗着自己的一技之长高傲自大。一次，他的姐夫黄
伯泰请李谟到越州去玩，备下酒席，邀了几位亲友同游镜湖。
李谟乘兴吹起烟竹笛，悠扬清脆的笛声在湖面飘荡，吸引了不
少游客。笛声刚落，掌声和赞叹声四起，使得李谟越发觉得自
己了不起。这时，他发现坐在船头的一个老头态度冷淡，便装
着谦虚的样子请老头指教。老头也不说什么客套话，指出李
谟吹的《凉州曲》功夫还不到家，最高的音还没有吹上去。大
家请老头做示范，他也不谦让，也吹起李谟刚才演奏的《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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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声音高亢嘹亮，透人心脾，使得在场的听者如醉如痴。曲
刚过半，老头突然停住，大家茫然。他对李谟说，若再吹上去，
笛子恐怕就要裂了。李谟知道，这正是自己刚才吹错的地方，
忙说笛子不算什么，老伯吹吧！老头便接着演奏，当吹到《十
三叠》时，周围的一切好像随着他的笛声都在微微颤动。忽然
“叭”地一声，烟竹笛裂了。他的高超技艺使李谟拜服。从此，
李谟更下功夫练习吹笛子的技巧，虚心向别人求教，技艺大
进。

笛因流行地区不同而有差异，流行在我国北部地区的笛
较短，因为它常用于梆子腔一类戏曲的伴奏，所以又称它为
“梆笛”。它的音域一般为两个八度左右，在五线谱上记为
ｄ２，至ｆ４音（为了记谱的方便，曲笛和梆笛都采用低八度音记
谱，实际音高比记谱要高八度）；流行在我国南部地区的笛略
长，因为它常为昆曲伴奏，俗称“曲笛”，在五线谱上记谱的音
域为ａ－ｄ３。笛子发出的音可分为三个音区：即低音区、中音
区和高音区。其中中音区音色明亮，音量变化幅度较大，易于
发挥具有抒情性的音乐特点，高音区声音清脆，富于光彩。一
般来说，梆笛比曲笛高四度，梆笛与曲笛又各有相差半音的两
种。在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笛子的流行都相当普遍，
长期以来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并且形成各种不同的演奏风
格。《喜相逢》、《鹧鸪飞》新疆的《古廉木汗》都是很有特点的
乐曲。

箫
箫也叫洞箫、单管、竖吹，用竹子制成，竹节除顶上一个不

打通外，其余的打通，然后在顶节与管身接合处开一半椭圆形
吹孔，管身开六个指孔，最上面一个指孔开在后面，其余五个
开在前面。箫的历史已千年以上，据认为唐宋时期的尺八是
箫的前身。箫的音色圆润柔和，适于演奏缓慢悠长的曲调，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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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独奏。
萧是我国民间流行很广的一件乐器，由于它的音色深沉、

优美，音乐大多深刻内涵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萧的名称古今
含义不同，今天的萧在汉魏六朝时期称为（即笛），那时的箫指
编管乐器排箫。箫在古代从西北羌族地区传至内地，最初只
有四个按孔，以后逐渐增至六个按孔。唐代以后才将改称为
箫或洞箫。

箫为竹制竖吹单管乐器，在上端竹节处开一吹孔，按指孔
前五后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用于独奏、伴奏和器乐合奏。
它的音域为ｄ１－ｅ３。低音区善于表达深沉的音乐旋律，中音
区善于表达优美的抒情性音乐。

斯布斯额
斯布斯额是哈萨克族古老的吹管乐器，它的前身是用草

原上生长的“丛文依草”（类似芦苇）制成，现在多用松木制成。
斯布斯额中空无簧，管开三孔、四孔或五孔，管外扎以细线，有
的还套上羊肠用以保护木笛。吹奏时将吹口置嘴中，用舌尖
堵住管口大部，留一小口为吹孔。在乐器发音的同时，还用喉
头发出一个持续低音，形成两个声部。乐曲大多由五声音阶
组成，节奏较自由，高音靠气息控制，能奏出泛音。它的音量
较小，音色柔美。由于乐器没有固定的规格，音域一般为ｆ１－
ｂ２。有些牧民在宁静的草原上演奏时，往往把远处的鹿引来，
远远静听斯布斯额的演奏，当它们发现不是自己的伙伴在召
唤自己的时候，才慢慢地离去。哈萨克族的《额尔齐斯河》描
写了额尔齐斯河的自然景色，是一首有代表性的斯布斯额独
奏曲。

唢　呐
唢呐又名喇叭，小唢呐又称海笛。在两晋时期（公元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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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年）开凿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寺第三十八窟的壁画中就
已经出现了演奏唢呐的绘画，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岗石窟（公
元４６０－４９４年开凿）中也有演奏唢呐的雕刻形象。在明代已
经广泛地运用在民间的吹打乐队中。明王盘在《朝天子》这首
词中写道：“喇叭、锁呐，曲儿小，腔儿大，来往官船乱如麻，全
仗你抬身价……”每逢民间的喜庆节日，在吹打和锣鼓乐队中
大多少不了它。唢呐以锥形木质为管身，上端装苇哨，下端装
铜质喇叭口，管身上开八个指孔，第七孔在后面。唢呐是中国
民间极具特色的吹奏乐器，音色高亢响亮，使用很广，常用作
独奏、合奏、戏曲伴奏，是民间吹打乐的必备乐器。常用的唢
呐是Ｄ调的。

唢呐流行的地区很广，在新疆南部流行着一种木唢呐，它
的管身和扩音器是一个整体，音色浑厚，独具风格。在中原地
区流行的唢呐大多是在锥形的木管前端加一铜质扩音器，声
音高亢嘹亮。

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流行的唢呐有大、中、
小三种，现在经过改革，制成了高音、中音和低音唢呐，在民族
乐队中它有着独特的音响效果，高音唢呐的音域为＃ｆ１－ｄ３；
中音唢呐的音域为ａ－ａ２；低音唢呐的音域为Ａ－ｄ２。唢呐的
低音区声音较浑厚，中音区具有丰富的表现能力，高音区较响
亮，若控制不好，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些地区经常使用哨子
和唢呐的扩音器（即铜碗）相结合进行咔戏，加上嗓音和气息
的控制，一人能模拟奏出戏曲中各种角色的唱腔，这就是俗话
说的一人一台戏，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小开门》、
《一枝花》、《且比亚特木卡姆》都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管　子
提起管子，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在民间的喜庆节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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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里，一个双簧竖吹的乐器。它的声音高亢明亮，粗扩朴
实，它演奏的乐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圆润优美、时而如泣如
诉，表现能力极为丰富，在乐队中往往起着领奏的作用，它就
是管子。管，南北朝时期称筚篥，现在民间称它为“管子”和
“头管”，由于它流行的时间悠长，曾引出不少动人的故事。

唐代段安节著的《乐府杂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
唐德宗（公元７８０～８０５年在位）时，幽州著名的筚篥演奏者王
麻奴，持艺倨傲，他听说在长安身居显宦的新疆于田贵族尉迟
青演奏筚篥技艺超群，便持筚篥前去相会。王麻奴先用高般
涉调吹了一首《勒部羝曲》，曲终汗流浃背，但还洋洋自得，以
为自己露了一手，尉迟青用平般调也演奏了这首乐曲，声音娓
婉自如，优美动听，使不可一世的王麻奴折服，从此他再也不
敢骄傲了。

唐代很多诗人写了很多记述演奏筚篥的诗篇。其中李颀
写的《听安万善吹筚篥歌》在当时传为佳谈，诗中写道：

“南山截竹为厨篥，此乐本自龟兹出。
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垂泪。
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
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
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由此可见安万善演奏的筚篥技术之高、音乐意境之深，在
南北朝时期它已很普及了，到了唐代，它的演奏技艺已经达到
了很高的水平并且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

在民间，管有大小之分，而且还有单管与双管的区别，现
在经过改革，有的还加了音键，扩展了音域，目前在乐队中经
常使用的有中音管，音域为＃ｆ１－ｄ３；低音管，音域为Ａ－ｄ２；
加键管，音域为Ａ－ａ１。它的低音区声音显得宽广；中音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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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高亢；高音区演奏技术较难，声音也比较紧张，它的音量表
现幅度很大，有着丰富的表现能力。著名民间乐曲《江河水》
就是用双簧管演奏的。《放驴》、《柳叶青》具有不同的特点和
风格。

喉　管
喉管主要流行在广东、广西地区，它的构造是在竹制直形

管的上部安一苇制双簧哨片，下部承接一个喇叭形的扩音器，
音色低沉、浑厚，多用于戏曲的伴奏和民间器乐合奏，由于它
的音域较窄，只能奏出从ｄ－ｄ１的八个音，在使用上受到了一
定的限制，经过改革，它将是一件很有特色的乐器。

巴　乌
巴乌是流行在我国西南地区彝、苗、哈尼等族的单簧吹管

乐器，巴乌用竹管制成，有八个指孔（前七后一），在吹口处置
一尖舌形铜质簧片，演奏时横吹上端，振动簧片发声。巴乌音
量较小，但音色柔美，西南地区的人们称它为会说话的乐器。

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哈尼族有一对年轻人在热恋着，姑
娘美丽纯洁，小伙子健壮勇敢，村子里都为这一对情侣能结合
而感到高兴。不久，一个不幸的事发生了，魔鬼掠去了姑娘，
并霸占了她，魔鬼害怕姑娘把这事说出去，就割去了她的舌
头，然后把她扔进了深山。姑娘在深山里时刻都在思念自己
的家和亲人。她的不幸遭遇感动了小鸟，小鸟便告诉她竹子
会说话，这样姑娘便砍了一段竹子，用它制成了巴乌，她就用
这支巴乌向亲人们诉说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后来，村子里的
人为姑娘报了仇，她又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

巴乌现在经过改革，扩展了音域，增大了音量，原来它只
能演奏一个八度多一点的音，现在加了音键之后，能演奏出从
ｅ－ｆ２ 的音，并保持了原来具有抒情性的音色，成了目前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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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独奏乐器。

笙
笙的起源至少两千年以上了，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战

国初期曾侯乙的墓中就出土了与现代笙极相近的十四簧笙。
现代笙的形制为金属笙斗上插一组竹制笙管，右面留有供手
指插入的缺口。簧片为铜制，吹吸均可发音。笙斗侧面接一
金属管为吹嘴。现代常用的为十七簧笙，分高音笙和中音笙
两种，中音笙比高音笙低八度。高音笙的音域为ａ１ 到ｄ３，中
音笙的音域为ａ到ｄ２。笙的音色饱满丰厚，常用于合奏、伴
奏、独奏，又是民间吹打乐的主要乐器之一。

笙是我国古老的簧管乐器，在历代的音乐当中，它都占据
着一定的地位，自从有了象形文字以来，就有关于它的记载，
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它就传到日本，成为
中日文化交流的佐证。

传说中的“隋作笙”（《世本》）虽不可信，但在战国时期的
《诗经》当中已经有“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的歌词却是不容置
疑的。《韩非子·内储说》中有一个故事：“齐宣王（公元前
３４２－前３２４年在位）使人吹竽（笙的一种），必三百人，南郭处
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
好一一听之。处士逃。”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滥竽充数”的故
事。

笙的构造比较复杂，它是以簧片（古代的簧片为竹制，现
为铜制）和管中有定气柱相结合而发声的乐器。民间的笙有
方、圆、大、小各种不同的类型，最流行的是十三、十四、十七簧
笙，现经改革，已有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二、
三十六簧多种笙出现，现在民族乐队中使用的十七簧笙音域
为ｃ１－ｇ２；二十一簧笙的音域为ｇ－ｂ２；三十六簧的音域为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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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笙的音域比较宽阔，音量宏大。一般将笙发出的音分
为三个音区。低音区低沉、浑厚，音量较大；中音区声音较柔
和，音色明亮；高音区声音较清脆。在演奏中，除偶然使用单
音外，绝大多数都用二音、三音或四音互相配合而成的和音，
构成独特的音响效果。它有丰富的表现技法，以表现不同的
音乐内容。笙不但用于重奏、合奏、曲艺和戏曲的伴奏，而且
已经成为现代音乐舞台上常见的独奏乐器。《凤凰展翅》是一
首很生动的笙独奏曲。

葫芦笙
葫芦笙是我国西南地区彝、傣、怒、纳西、拉祜等族共有的

簧管乐器。早在公元前５世纪已在我国南部地区出现。
葫芦笙是将小葫芦挖空做音斗，以葫芦细长部分的顶端

做吹口，葫芦上插以竹管（现在流行在西南地区的葫芦笙一般
为五管、六管和八管不等），并透过葫芦（这是和现在常见的笙
不同的地方），在靠近葫芦处开有一个按指孔，每管在插入葫
芦的部分安有一个竹质或铜质簧片。演奏时，口吹葫芦细端，
除按指孔发音之外，同时按住穿过笙斗下部的管孔，还可以发
出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与管音相差二度至三度，若用手指
在露出笙斗底端的管口上轻轻地抹动，还可以奏出装饰性的
滑音。它的音色柔和，音量较小音域也较窄，发音的范围一般
从ｇ－ｇ１。葫芦笙用于独奏、合奏和歌舞的伴奏。它是一件
别具特色的簧管乐器。彝族的《沙河调子》就是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的民间乐曲。

葫芦丝
葫芦丝是流行在傣、彝、阿昌等民族中间的乐器，它用半

截小葫芦做音箱，用三根长短不同的竹管并排插入葫芦，每根
竹管在插入葫芦的部分都嵌有一枚铜质簧片，中间一根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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