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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迪，中国著名笛子演奏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竹笛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西

安文理学院中国器乐教研室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兼西安音乐学院竹笛专业老师。

多年来，不断进行新作品创作，陆续推出了“秦川抒怀”“大漠”“塞上风情”“望乡”

“跑旱船”等数十首优秀笛子独奏曲。旋律优美抒情、演奏风格独特、艺术感染力极强，是广

大笛友对马迪笛子艺术的热衷评价。近年来，先后应邀在台北、香港、西安、兰州、上海举办

了个人笛子独奏音乐会，反响极为热烈，好评如潮。先后出版发行《笛子基础教程》《箫基础

教程》《竹笛入门教程》等书籍，及《秦川抒怀》《秦风古韵》《天韵风雅》等音像制品。

马迪长期刻苦钻研笛艺，博众家之长，形成南北交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马迪集演

奏、作曲、教学于一身，凭一管竹笛弘扬民族文化，让世人领略华乐之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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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教材从零起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俗、简单、易

懂是这本书的特点；系统、科学、规范是此书的教学原则。

此书重点传授正确的气息运用法，以及最基本、最常用的演

奏技法。与吹奏同步进行的简谱视奏练习，让大家在轻松吹笛、

快乐吹笛的同时，识谱能力也能得到同步提高。精选出的优美动

听的歌曲及乐曲，使练习既有针对性又兴趣盎然。与教材同步进

行的视频示范演奏，使学习更加方便、轻松。

自然、放松、气息通畅是吹好笛子的基本要领。勤打节拍、

多唱旋律是识谱能力提高的捷径。模仿是最简单有效的学习方法，

多吹多听方能大彻大悟，科学吹奏才能事半功倍。没有不会的，

只有不明白的。最轻松的吹奏、最畅通的气息、最震动的声音是

我们吹奏者永远的追求。

马 迪

2009 年春于长安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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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竹笛的历史

竹笛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古时称为“横吹”。真正意义上的六孔横笛，传说是两

千多年前汉武帝时，张骞出师西域归来，将笛子带回长安（今西安地区） 的。据宋、陈阳

《乐书》记载，竹笛贴膜始于唐代，贴膜使竹笛的音色更为明亮优美，别具特色。世界各国

有许多与中国竹笛类似的乐器，演奏技巧和风格也各不相同，只有中国竹笛在演奏时贴有

笛膜，因此说竹笛是一种极富民族色彩的管乐器。

二、竹笛的构造及各部位名称

现今普遍流行的六孔竹笛，主要使用白竹和紫竹为材料来制作，笛塞在管内，多为软

木制成。

通常所说的筒音作 的最低音是由筒音孔发出，该处为并列双孔，可兼做挂笛穗之用。

前出音孔和尾孔对笛子的发音和共鸣有影响。

笛头、笛尾有的镶牛角、骨头等，起美化和保护笛子的作用。

中国六孔竹笛各部位名称如下图：

5.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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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音 →高音→
.
55低音

三、竹笛的挑选

竹笛是由天然竹子制成的，每根竹质都不一样，所以学会挑选笛子很重要。

挑选竹笛时，选分量较重的为好，要求竹管圆而直，两头粗细差别不大，以膜孔大小

适中，外观典雅者为上。

试吹时，特别要注意八度音程关系是否准确，八度窄一般是内径偏粗，八度宽一般是

内径偏细。先试吹筒音的两个八度（ ） 和 音的两个八度（低

音 ），以及泛音 、 是否准确。好笛子还要具备发音灵敏、震动

好、音量大、低音浑厚、高音好吹、各音区通畅、吐音反应灵敏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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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竹笛的维护

室内外温差大时，应让笛子适应环境后再吹。笛子吹完最好放在笛套或笛盒里，以防

止风吹干裂。有调音铜套的笛子，要经常在插接处涂凡士林，以保持润滑。夏季笛子千万

不可放入汽车后备箱，以防爆裂。

笛管如果有裂缝了，可用无色指甲油顺裂缝注入修补。笛塞如果漏气，可从笛头注入

蜂蜡进行封堵。

五、笛膜

选购笛膜时要挑比较嫩的膜（透明，杂质少）。贴膜最好用阿胶（中药店里有售）。贴

膜时，笛膜本身的纹路方向应与竹管的纹路方向保持一致，笛膜面拉出的皱纹应与竹管的

纹路形成十字交叉状，这样笛声震动充分。膜的松紧要适中，过紧音色发干，过松高音和

吐音不易吹奏。一般刚贴上的笛膜都容易偏紧，在胶还未干之前先吹几下笛子，靠气流来

自动调整笛膜。松紧适中的笛膜，隔一段时间又会变松，这时千万不要重新调笛膜，可用

双唇包住吹孔，双手按住各个音孔，使口中呼出的热气，通过笛管而出，片刻笛膜便可恢

复正常，俗称“醒膜”。若笛膜偏紧，可将膜孔一侧稍湿，用拇指肚加以调整。

天气较冷时，笛膜易上水，从而影响演奏。预防的方法是：选择较粗的针，在蜡烛上

烧热后，沾上少许熔化的蜡烛，在膜孔的内壁涂抹一圈。

初学笛子，小孩子可先用F调梆笛进行入门学习，成人可用D调曲笛进行初始练习。最

好让会吹笛子的人或老师帮你挑选乐器。找老师要找演奏高手，模仿是最简单有效的学习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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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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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从零学起,要求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吹笛口形、持笛手形、演奏姿势。万事开头

难，只要吹响了第一声，然后循序渐进，认真打好基础，将会使你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受

益匪浅。

第一节 呼吸训练

一、吸气

全身心放松，像“打哈欠”一样张口吸气，可双手叉腰进行练习，吸气时腰围一圈要

有明显向外膨胀的感觉。

跟我练习：戓戙

戅懼 憟 憖  憟 憖  憟 憖  憟 憖 戂懼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反复多次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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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练习： （全身心放松，双手卡腰部）4
4

吸气时如有响声，说明你口腔的“哈欠”感做得不到位，口腔空间太小，气流不畅

通，一定要用“打哈欠”的感觉状态进行吸气。腰腹部在吸气时如无全面向外膨胀，请检

查双肩是否向上耸？上胸是否在挺？吸气时双肩绝对不能向上耸，也不能挺胸。只要你含

胸沉肩，气息的感觉自然就会下到腰腹部。

提示：吸气不能太满，太满会使身体肌肉僵硬。

二、气息的保持

吸气后，腰腹部不要马上松掉，要撑住，这时口腔仍是吸气时的状态 （呈打开状），

但不能出气，要靠腹部的支撑来把气停住，不许用嘴或喉部挡气。

憟 憠 憠 憠  憖 憖 憖 憖  憟 憠 憠 憠 

吸气 停气 放气

憟 憠 憠 憠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憟 憠 憠 憠 

吸气 停气 放气

憟 憠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憟 憠 憠 憠 

吸气 停气 放气

憟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憖  憟 憠 憠 憠 

吸气停气 放气

提示：放气时喉部不能有响声，喉部应该是畅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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