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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

核心是“全面”，即追求多领域协同发展、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

不断发展的全面小康；其内容是“五位一体”，即建成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小康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而小康社会，则

是我党苦苦奋斗、孜孜追求、一心想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种幸福社

会。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加快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为全国人民描画了今后的幸福生活，这是全党的共

同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特推出“共享小康生

活”系列读物，旨在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素质，共建小康社会，共享小

康生活。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首先要过上平安健康的生活。常

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和家庭因为安全或健康出了问题，导致整个人生和家

庭都不幸，因残疾而穷困，因病痛而潦倒，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很大负

担。还有些人涉黄、涉赌、涉毒、涉黑等，有些人被骗、被盗、被暴力

侵害、被传销坑害、被邪教毒害等，从此陷入人生和家庭的不幸。这些都

与建成小康社会背道而驰。小康生活就是要把“平安是福，健康是金”的

理念转化为现实。“共享小康生活”之“安全预防与平安生活”读本，主

要介绍交通出行、用电用火、网络生活、运动锻炼、食品卫生、疾病预

防、劳动防护、黄赌毒黑、社会治安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预防知识，悉心

告诫，关怀备至，是教导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每一天、幸福每一刻的最好读

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创造社会新风尚，过上有文

化有品位的幸福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吃饱了、穿暖了、有钱了，

但仍然过着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腐败的、丑陋的生活，这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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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福生活，不是小康生活的内容。小康生活包括文化内涵的建设，要体

现出民风淳朴、文化品位的时代新风貌。 “共享小康生活”之“社会新

风与文化生活”读本，主要介绍对联与文书写作、谜语与猜谜游戏、岁时

与节气知识、民间剪纸与年画、春节与除夕庆祝、元宵节与灯会、清明节

与祭祀、端午节与龙舟、中秋节与赏月以及现代婚丧喜庆等文化知识，民

风习俗、节日庆祝，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是发扬传统、建设时代文

化的普及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享受

高雅的休闲娱乐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本来应该高雅享受的休闲娱乐，却

被有些人搞得庸俗不堪和声色喧嚣，有人有钱就任性，有人得势就放纵，

这最终都是腐败堕落的滑梯。这些与小康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小康生活包

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

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歌咏、器乐、美术、书法、舞蹈、口才、曲

艺、戏剧、表演、游艺等知识，是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培养休闲娱乐爱好的

最佳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养成文明的道德行为，不断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常常可以看到旅游行程中诸如随地吐痰、乱写乱画

等不文明的行为举止，不仅国内有，而且还有丢丑到国外的。这些根本不

是小康生活的具体表现。小康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阅读、科

普、健身、娱乐、游戏、旅行、环保、收藏、棋艺、牌艺等内容，是帮助

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文明行为、提高精神生活的最优读本。

总之，推出本套“共享小康生活”系列读物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

群众人人都投身建设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社会的建设者，也让广大人民群

众人人都能很好地享受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生活的享受者，实现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套系列读物图文并茂、通俗易读，非常适合广大读者和有关单位

机构用以指导现代家庭、社区以及新农村建设。同时，亦适合各级图书馆

收藏和陈列。

编  者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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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的产生和发展

乐器泛指可以用各种方法奏出声音的工具，是能够发出乐

音并能进行音乐艺术再创造的器具。一般分为民族乐器与西洋

乐器。人类通过演奏乐器，表达、交流思想感情。

乐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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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呼、组织、召集

的工具。后来，人们在劳动

闲暇时间，便利用这

些东西来表达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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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乐，这些大约便是最原始的乐器。

从乐器史的发展来看，打击乐器和管乐乐器的产生年代比

其他乐器要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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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的发展就更加迅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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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音律也得到精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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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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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全新的观念。数

学、物理学、工艺学的进步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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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更加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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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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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发挥他们的天才。

经过人类长时期地总结、摸索，许多传统乐器的外观、尺

寸、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等已经基本确定，有些甚至数百年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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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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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的科学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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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现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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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的发展

乐器是人类很早就拥有的精神财产，并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

丰富。

从考古发掘和壁画、崖画中，都可以看到狩猎围捕、信号传

递、祭天祷神、战斗助威或庆典舞蹈等都和发音工具或节奏音响

紧紧相连。

关于乐器的发展，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德国的乐器学家萨克斯从考古角度分析了出土

文物的分布，他认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噪声器，如摇响器、呼啸

器等；第二阶段为鼓类、号角类、拨弦类；第三阶段才出现木

琴、横笛等乐器。

第二种：英国学者乌博萨姆认为鼓类在先，进而为笛管

类，最后才出现拨奏乐器类。

第三种：奥地利音乐理论家瓦拉谢克反对音乐起源于语言

的主张，他赞成音乐源于节奏和舞蹈说。他认为笛管乐器为最

早，进而形成歌唱和鼓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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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的定义和种类

乐器的定义

人类制造的任何发声物都可称为乐器，所有乐器都有特定

音色，或发出一种声音，或某一确定音高的若干声音，或至少

是提供材料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发出噪声。

这一定义列出了音色、音高和节奏参数，表明可研究所有

日常的音乐工具。从敲击的竹子到西方的古钢琴，无论结构简

单或复杂、使用方法有何不同，历史、地理、文化起源多么不

同，乐器的功能和概念在各种民族文化中，各个时期中都不相

同。

如各种工具、武器、容器以及其他器皿在节日仪式中皆

可用作节奏乐器。这就是“广义乐器”，也称非艺术领域的响

器，由学术界所界定。

在我国，广义的乐器如：塔上的悬铃、铎，商贩叫卖时摇

的拨浪鼓，打更报时用的柝，狩猎用的牛角号，军阵中用的铜

角等，常被称为信号乐器。此外，玩具、餐具、器皿等，如空

竹、响陀螺、鸽哨、缶、瓯、碟、盆等。

“狭义乐器”则通常指用于音乐表演艺术的乐器。对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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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音乐界和乐器学界

有不同看法。音乐界认为，

用于音乐的发声器具才是乐

器。乐器学界则通常将许多

非音乐领域中的发声器，甚

至将一些生产劳动用具和日

常生活器皿都视为乐器。

乐器的种类

乐器的种类繁多，分类

方法也多种多样，大体分为

两种：其一是民族的惯用分

类法，也称传统分类法；其

二是以声学物理归纳手段作

为分类依据的现代分类法，

也称逻辑分类法。

传统分类法主要是指世

界古代高文化地区在历史上

形成的惯用分类法，它包括

好几种分法。

我 国 的 八 音 分 类 法 ：

指 金 、 石 、 丝 、 竹 、 匏 、

土、革、木。印度的三种分

法：二分类法，指弦乐器、

气乐器；五分类法，指单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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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双皮乐器、前皮乐器、打击乐器和气乐器；四分类法，

指皮乐器、弦乐器、金属打击乐器、气乐器。阿拉伯的两种分

法：二分类法，指固体乐器，包括击奏、拨奏、擦奏乐器；空

穴乐器，指吹奏乐器。

欧洲的三分类法：指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

这些分类方法都有各自的内涵和分类的依据。现代分类法把

世界上所有乐器归纳为四大类：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

和弦鸣乐器。

对于传统分类法和逻辑分类法，不能简单地说哪个科学或不

科学，它们都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一定民族文化和认识

论的产物。

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乐器主要有弦乐、打击乐、键盘

类、弹拨类四大类。从另一个角度又分民乐和西洋乐两大类。

民乐范畴内的拉弦乐有二胡、中胡、板胡，弹拨类有琵琶、古

筝、扬琴，打击乐有鼓、叉、铙、钹，弦乐中有笛子。西洋乐

也同样分这四大类，其中拉弦乐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管乐有长笛、短笛，弹拨类有竖琴、吉他，打击乐有架子鼓，

键盘类有钢琴、手风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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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管乐器概念与类别

我国吹管乐器大部分属于木管乐器，具有色彩鲜明、个性

突出、声音响亮等特点。吹管乐器善于演奏流畅的旋律，常常

充当独奏乐器，或在合奏中演奏主要旋律。按照吹管乐器的不

同构造，可以分为三大类。

无簧哨的吹管乐器

笛是我国最具特色的吹奏乐器之一。1986年5月，在河南舞

阳县贾湖村东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掘出了16支竖吹骨笛，

是用鸟禽的肢骨制作的。根据测定，这支骨笛已有8000余年的

历史了。这些骨笛的音孔有五孔至八孔不等，其中以七音孔笛

居多，具有与我们所熟悉的我国传统大致相同的音阶。骨笛音

孔旁刻有等分符号，有些音孔旁还加打了小孔，与后来我国音

调完全一致，仍可用其吹奏民间乐曲《小白菜》等。传说在黄

帝时期，即距今大约4000年前，黄河流域生长着大量竹子，人

们开始选竹为材料制笛。据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

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以竹

为材料是制笛的一大进步，一是竹比骨的振动性好，发音清

脆，二是竹更便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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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秦汉时期，便有了七孔竹笛并发明了两头笛。东汉

著名文学家蔡邕、东汉著名音手荀勖和梁武帝箫衍等都曾制作

过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

我国古代的篪和笛非常相似，历来有人篪、笛不分，把它

们说成是同一种乐器，实际是有区别的。从已经出土的篪、笛

可以看出，篪有六孔，闭口，能奏五声加一的变化音，全身髹

漆。笛有七孔，开口，能奏七声加两个变化音，不髹漆。在战

国时，篪是祭神或宴饮时演奏的主要旋律乐器之一，笛也非常

流行。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屈原的学生宋玉在《笛赋》中也曾

讲到过当时南方的笛，与今日之笛已十分相像。

箫源于远古时期的骨哨。众多实物证明，骨笛有由五孔发

展到八孔的完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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