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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打乐述略

李 民 雄

打乐在上海市郊县的城镇和乡村中广泛流传，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音

乐，无论是婚丧喜庆、节日庙会，无不吹吹打打，或庆贺新婚之喜、或寄托哀思之情、

或渲染节日之欢乐、或祈求菩萨降福除灾。因此，从事吹打乐的班社林立。据不完全统。

计，近现代上海10个郊县共有184个班社。在有年代可查的108个班社中，成立于20，

世纪初的有18个，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有22个，30年代的42个，40年代的26

个，另有76个班社未有确切的建立年代。在184个班社中，历史最久的有松江县的花

园浜班、阳春班、永和堂及川沙县的张家鹤器班、顾家圩吹打班。这5个班社据推算私

成立于18世纪末，距今约200年左右。

一、吹打乐班社的称谓及代表性班社简介

从事吹打乐的班社有许多不同称谓，其中“打唱班"是被广泛使用的名称。它又有

“待客打唱"、 “高台打唱一之别称。另外使用得较多的有“堂名班，，。也有将堂名班

和打唱班组合在一起称“堂名打唱"。还有“鼓手班"，“小唱班"、 “小堂名打、。六

兽音黟、 口六式人帮等。从民间艺人对各种不同的称谓的解释以及他们的艺术活动来

看，以上不同称谓的班社都演奏吹打乐，只是有的班社又吹打又唱戏，另一些班社是道

教兼打唱。现将不同的班社称谓简介于下。

·“吹打班一和“鼓手班一，指单一演奏吹打乐的班社。

搿打唱班黟，指又搞吹打又唱戏。从上海10个郊县调查材料来看，有8个县的吹

打班，兼唱京剧、昆曲和滩簧，甚至有的班社还唱滑稽戏。

“鹤器班，，的名称由来是以吹鼓手演奏唢呐等民族吹管乐器时，演奏员常持“昂首

如鹤黟的吹姿而得名的。南汇方言“鹤秒、“昂一谐音，故又名“昂器"，依靠吹打掣鹤

器黟为职业的班子称作口鹤器班”。

崩堂名班"，是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名称，始于何时无从查考。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苏剧资料研究》一书的“福庆乐情况简介一中有以下记述： “堂名分为昆堂、京

堂和半昆滩三种。又分演唱成员属于儿童组织的叫小堂名。京堂唱京戏，昆堂唱昆曲，

半昆滩昆苏掺在一起’’，“堂唱开场，一般先奏三套乐曲，曲名是‘一枝花》、‘普天

乐'、《山坡羊'”。显然， “堂名"以唱为主，用吹打乐曲作开场和间插。而在嘉定县

的堂名班是演奏吹打乐曲及演唱京剧唱段(或折子)的一种民间职业组织，又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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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班黟。

“六兽音"是奉贤县西乡地区流行的一种称呼。以其所用乐

叭代表龙，毛竹筒(笛子)代表虎(因其形似虎尾)，唢呐一对

表狮吼，钹子代表大象。’’

。六式人黟名称出自松江县，而金山县又有“六色人黟的称

料， “六式人一是指吹鼓手、炮手、喜娘、脚班、僧、道六种人

搿六式人黟。 “六色人矽或许也可作如是解。

“六兽音，，和口六式人，，读音相近，疑为同一称谓。但他们的解释各自成理，故并

存之。 ．

4

上海市各郊县都有从事吹打乐的班社，现择要简介于下·

(一)川沙县严桥乡塘东村卢家吹打班

卢家湾有一世代相传的吹打班，颇有名气，人们美称为“吹打卢家湾彦。据卢家吹

打班老艺人卢渭泉回忆， “吹打矽原专为官府衙门当差，后转为民间吹打班，为婚事丧

事演奏。五代相传的卢家吹打班，据推算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至今他们还保存着祖传盼

一套吹打乐器和一套珠彩(共18件)。由于自本世纪40年代起卢家吹打班的演奏活动

已日趋衰落，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班社成员大多转业，几十年来吹打活动停

止，致使许多乐曲散失和遗忘。过去他们演奏的曲目多系昆曲曲牌，有‘朝天子'、‘d上

坡羊’、t傍妆台》、‘小开门》、‘上寿'、《天官赐福》等。

(二)宝山县罗店乡和合堂鼓手班

罗店乡民间艺人凌振宣家，世代以吹鼓手为业，人称“凌家班"。据推算，至今已

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凌家班大约在传承至1830年的凌新和时，增加演唱，取堂名为

和合堂。该堂成员凌宝华曾拜上海滩京剧名角白菊花为师学唱京剧。和合堂每逢老人庆

寿、民间出会、划龙船、婚丧喜事等活动都应邀参加。常演奏的曲目有‘柳摇金'、t小

拜门》、‘朝天子》、‘天下同'、‘山坡羊’、‘望妆台》、‘经如金'等。打唱以昆曲、

京剧和滩簧为主。剧目有京剧‘三击掌》、‘彩楼配》、‘投军别窑'、《探母》、t取成

都》等，昆曲‘门探’、‘别陈'、‘气布'、‘追信'、‘十面'等，滩簧有《小分离，、

《摘菜心’、<卖红菱'，‘黄糠记》等。

(三)青浦县赵屯乡梅桥村的新凤堂

新凤堂初为道教班，由张步清、张步繁、张步坤兄弟三人创建于19世纪末，当时

人称“张家班"。新凤堂是在他们兼做堂名打唱后命名的。原先他们专唱昆曲，后又唱

京剧和滩簧。他们聘请苏州天富堂艺人金志文传授吹打乐曲和戏文，因而师承了苏派堂

名的传统。由于班社道教和堂名兼做，故生意兴隆。他们装备齐全，备有精致美观的

大、小“阳台黟(在雕刻精细的木头框架上挂字画，神像和灯彩等)各一只。还有全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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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彩头和船只。应邀参加“待青苗"、“做寿"、“婚娶’’、“定亲下聘一、“剃胎头劳、

“还愿"及庙会等场合作打唱，他们在演出时，大多用吹打乐‘将军令'开场，接着由

唢呐吹奏‘三星上寿》(即<聚家财》)和打击乐《跳加官'、《跳财神》，然后接唱正

戏。演唱戏文的剧目根据东家的需要作安排，如庆寿，第一折戏唱‘百寿图'，如“剃

胎头霄，第一折戏就唱《自状元祭塔'；如“婚娶一，第一折戏就唱‘八百年'或‘甘露

寺》等等。他们还备有剧目手折可供东家和宾客随意点戏。在日、夜两场的演唱中，按

常规日场要唱四戏(京剧)、二滩(申曲)，夜场则唱二戏二滩。在每场演唱的最后，

用唢呐吹奏昆腔曲牌‘打金榜》作为尾声，以示演唱结束。

(四)嘉定县城东门外新庆堂

新庆堂诞生于1938年，由嘉定县东门外一带的道教艺人自愿集结。因由18人组、

成，故又称“十八弟兄黟。嘉定地区每年正月十五闹元宵，四月初二及四月三十出会等

群众活动场合，是道教班和打唱班各显身手的时机。这些班社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群众

新的欣赏需求，在艺术上不断更新，增加了许多娱乐性的内容，这一点道教班表现更为

突出。如在斋醮活动中的“三七黟、鼻安葬"、“受禄黟等法事仪式结束后，东家总要请

道士再演唱几曲作为“余兴黟，这就促使新庆堂成为一个道教兼打唱的班社组织。新庆

堂演奏的吹打音乐颇具特色，常演奏的吹打乐曲有‘万花灯'、‘大红袍'、‘马队’、

‘大开门》、‘倒垂帘’、‘清江引》、《小朝天子'等。新庆堂由于道教兼营打唱，活

动范围有方圆数十里之广，他们东至宝山、7吴淞，西至青浦、安亭及望新，南至纪王、

戬浜、徐行。 ，

通过上述四个班社的简要介绍，可以从中了解上海市各郊县吹打演奏活动的概况，

故其他各县的班社就不一一赘述。

二、吹打乐的演奏场合及活动方式

民间吹打乐的演奏场合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喜事活动——婚娶、庆寿等。

(二)丧事活动——丧葬、道场等。

(三)传统节日活动——出灯、阉元宵、放烟火、划龙船等。

(四)宗教性活动——迎神、出会、解皇钱、朝皇等。

民间吹打乐演奏活动极其广泛，且终年不断，但由于活动区域的划分及各地区的风

俗不尽相同，所以在演奏形式和活动方式方面都各有特点。择要记述如下。

(一)喜事活动

1．南汇县鹤器班参加婚礼活动；

进场——掌号吹《喜神方'，放铳时吹奏“粗乐∥．(常奏的唢呐曲牌有‘玉美蓉'、

‘大开门>、‘小开门》、‘鹅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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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宾客到时要报“×××到秽，吹奏迎宾曲(曲牌同上)。如乐队在室外奏

唢呐牌子，在室内时则先奏口细乐’’后奏“粗乐一，曲牌有《柳摇金'、‘朝天子'等。

行轿——迎新娘时，鹤器班跟随在轿后吹奏。
‘

婚礼——奏乐。
。‘

出菜——喜筵时，吃过。合锦饼”后出菜时要唱曲子，每出两道菜唱一曲‘重清明'。

送入洞房——奏乐至新郎、新娘坐到床上。

结婚完毕——宴请介绍人，叫“花园待媒黟，．这时，屋外鸣炮，鹤器班开始唱曲，

常唱昆曲‘福禄寿三星图》，奏唢呐牌子‘家聚财'，再奏《重清明》到婚事结束。

2．宝山县大型婚娶活动
’

，，一

宝山县大型婚娶活动不但请鼓手班或打唱班吹吹打打，还邀请丝竹班奏乐以增添欢

乐气氛，因此迎娶队伍相当庞大．如下图。 。

^，

，，

‘

△ ●

◆ ◇ ※ o ▲ 一 ☆ 口 × × △‘●
>

’、

囝倒说明。

● 由两名。火兵一持写有东家姓氏或堂名的灯笼在前引路。

‘△ 两名持旗者兼敲大锣开遘。

x两名唢呐手。 ， ⋯

口一队“马鼓手一(5--6名)，身穿红色号衣，骑在马上演奏号筒，招军，弯号等．

☆丝竹班(清客SmlO名)。

■‘八拍队鼓'(10—16名)‘．
‘

‘

▲粗乐(3—4)名。 、 ⋯

O细乐(5—6名)。 ，
．

，

※花轿(4人抬的大轿)。
7

◇挑盘(2副)。

◆杂箩勤2人，抬装有鱼，肉，馒头，红枣等礼物的箩．

3．奉贤县庆寿活动 一

一 吹打班参加做寿先奏粗乐‘柳摇金'，鸣炮(铳)时同放高升和鞭炮，在送寿礼和

拜寿时，粗乐、细乐交替演奏，并唱‘家聚财'、‘天官赐福’等彩戏，’也有唱京昆折

子戏，如《双包案'、‘铡美案’等。
9

j

(二)丧事活动

1．奉贤县丧葬奏乐活动

开场先用唢呐吹奏‘柳摇金'曲牌，同时鸣炮(铳)以制造丧事气氛。接着凡奔丧

吊孝者到来向死者叩头时，吹打班吹细乐‘山坡羊'、‘庆元贞》等曲牌。而死者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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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新儿媳吊孝时则要奏粗乐迎接，或唱‘家聚财》。此后在接棺材送亡衣(焚化死

者生前所用的衣物)和为死者穿寿衣时都要奏粗乐或鸣炮。在将死者人棺时其亲属按直

系与旁系的次序向死者磕头，吹打班吹细乐‘山坡羊'等曲。出丧时一路鸣炮奏细乐，

直至坟地棺材入土，葬毕回家，吹打班再奏唢呐血牌《柳摇金》作圆场，以示丧事活动

结束。

2．上海县丧事活动

在丧事的迎吊客、行礼．着尸衣、烧床灰、入殓、送丧、安葬时，吹打班演奏吹打

乐为各种丧事礼仪伴奏。

(三)传统节日活动

1．嘉定县出灯时节(旧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家家户户彩灯高悬，男女老

少手提各式彩灯，纷纷赴场媲美。有时几个乡串在一起出灯，人潮蜂涌，长达数里，那

闪烁的灯火，犹如五彩缤纷的彩色长龙，灯山如海，十分壮观。那时节，丝竹班、吹打

班、道教班纷纷出动，吹吹打打，各显神通，热闹非凡。

2．嘉定县端午节划龙船以嘉定城内汇龙潭的龙船比赛最为壮观。是日，由县城四门

庙主及商家各出的小黄龙，白龙、老黄龙、乌龙、百子龙、老青龙、小青龙等八条龙船

祀集于汇龙潭外围河道口待命。当火铳连响三声，龙船如离弓之箭飞渡汇龙潭。这时鞭

炮大作，鼓乐齐鸣，人声鼎沸，为参赛的健儿们鼓劲。参赛的每条龙船由“头角黟(又

口q“骑龙头”)率领，龙船上竖有“万民伞万和“百脚旗一，搭有“龙亭”(戏楼台阁)。

龙船尾梢上插有五爪金龙旗，挂一面梢锣。比赛一开始，大刀手一蹬脚， 矗龙亭’’内堂

名班敲起《急急风'，众划手奋力挥桨夺魁。龙船上的堂名班除敲锣打鼓外，常演奏吹

打乐曲‘马队，以激励士气。白天比赛结束，入夜，龙船上张灯结彩，灯火通明，乐声

大作，尽供人们观赏。

(四)宗教性活动

1．嘉定县在每年清明节、七月半、十月朔都出会，称“三节会一，每逢出会，民间

音乐、舞蹈、游艺、体育表演及商业活动等聚集在一起，规模盛大。

2．嘉定县的每年三月底四月初，各地民众为祈求五谷丰登，请纸作匠扎成。金山”、

矗银山’’及用金箔、银箔糊成大元宝送至县城集仙官焚化。在这种“解皇钱什的宗教活

动中，需奏乐以渲染气氛。 ，

3．据《青甫县续志·岁时’记载。 搿三月初一，重固、白鹤江等处玄帝胜会，乡村

皆迎神做社(戏)，先后三日。十五日青龙吉云寺佛会，瞻礼喧阗数日。=十八日，金

泽杨爷会，愚民扮演，穷极诞漫，商贾利市十倍。九月九日亦然。四月初八，白鹤江施

相公庙香火颇盛，相传神为疡病，远近乡民携瓶挹水，洗眼云可治目疾。五月十八日，

华佗仙师社，二十日分龙节，城乡救火会各舁水龙于城南学场，用水标射，以高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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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成莅，胜者给奖。十月二十日亦如之，名日较水龙。六月初九日，城隍神社，七月

二十七日三官大帝诞，小西门地藏庵香会颇盛，黄昏，燃塔灯，蝉联六、七夜。至居户

信奉者则于正月、七月、十月。连夕悬灯檐外，谓之三宫灯。八月十八日，重固南北猛

将庙演戏，间三岁则赛龙灯，?先期结社，乡民千百，鸣锣入城，名日敲灯。重九日，横

云山登高，农入各携耕织之具交易成市。九、十月间邑庙曲水园菊花会，城乡艺菊者，
。

互以佳种罗列，争奇斗胜，盛极一时。一上述记载不尽是宗教性活动，但也以时序记述

了青浦县民俗，颇有资料价值，故一并录之。

上海的吹打班社是职业性的，艺人们以此为生。但也有兼职的，如崇明地区从事吹

打的以理发行业的人居多。由于吹打班专门为民众的婚丧喜庆服务，他们必需联合一些

其他专业人员共同进行。如宝山县罗店地区有以下一些专业人员： 碍

大夫：负责婚丧喜庆中的司仪。

喜婆妈：又称喜娘、送娘。在婚事中她伴随新娘，帮助新娘上轿，领新娘拜堂。在

婚宴时帮新娘应醐等，在丧事中为死者亲属披麻带孝等。
’

茶炉子：又称茶担，负责挂堂满(疑为“堂幔’’，绣有龙凤的围布)、灯彩。他的 ．。

主要工作是负责茶水、毛巾与酒席用的餐具。有些茶炉子还被聘为“二爷"，代为东家

发请帖、发“戏封一(吹打班的酬金)等。
“

轿班：专门负责抬轿子的班子，设有班主承接业务。

挑脚班：专门负责抬棺材的班子，又称“植携扶丧弦。

灯盏店。专门出租搿堂满"(疑为幔)、灯彩、花轿的商店o

上海郊县从事吹打乐的班社为经营计，各有自己的“门图"。据统计上海10个郊

县中有7个县有口门图一的规矩。门图是一个班社的活动区域和范围，他人不得侵犯，

。各班社都在自己门户地图划分的地盘内包揽所有住家的婚事、丧事。门图是祖传的，也

可进行买卖。门图的控制权使各班社间建立起正常的经营秩序，但这种控制权只适用于

。婚事和丧事，而在其他传统节日和迎神庙会等活动时，各班社就不受门图的限制。

班社有一套经营办法。如南江县六灶地区的“妈妈’’和“大夫"(旧时婚事陪新郎

新娘的人)将农户人家出生的女儿的生日记下，以便主动去了解掌握她们的出嫁日期，

川沙县有专门将婚、丧消息报告吹打班的“小二爷"，以领取一些赏钱，宝山县的吹打

班，每到旧历年三十可向本地的商店去收钱，日“收年规黟，作为他们在节日庙会时为

公众义务演奏的经济补偿。
1●

三、吹打乐的历史渊源及流变

关于流行于上海各县的吹打音乐。其历史渊源和演变情况，由于过去的史料缺乏记
”

载，如单依靠民间艺人的I=I碑资料是很难作出定论的，所以只能从有限的史料和近代吹

打音乐的活动情况加以对照分析，以作出推论。现摘录一些有关资料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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々

“二十八日东岳诞辰，里人聚鼓乐，旗盖，迎神于东岳庙。一 一，

‘正德松江府志·风俗篇，

鼻十三日关帝诞辰，郡民以旗帜、

，d

。搿声妓之变，初止有粗乐、细乐，

剑盾骑从，鼓乐迎神奔走塞道。矽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
●

后增明板、提琴，变小乐器为十锦。黟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俗变’

，“婚娶之变，婚前一日，送奁于男家，今为迎妆，以奁饰帏帐、卧具枕席，迎神通

衢，鼓乐拥导⋯⋯日送嫁妆。刀
。』 1。

搿丧祭之交⋯．．．剪彩作人物花果，纸俑与亦百数，

，而迎于丧。黟

， ’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 ．‘

优人装演故事，鼓乐骈阗。俱骑

～I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

”

。立春前一日，以彩仗迎春于东郊，先一日鼓乐杂技先呈。一。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1
’

婶
、一

．

“有乐无曲者为打十番。黟

‘光绪嘉定县志·卷八·风俗’．

搿元宵击锣鼓日闹元宵⋯⋯曹仁虎诗日t‘盼蓟元宵赏物华，十番粗细合笙琶。粉 。

团捏就圆子月，灯盏装成巧如花。黟
‘

’，

。+’’

’一、

1。 ‘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岁时， 、?。

。龙舟竞渡精彩夺目⋯⋯(张锡爵旷望阁观竞渡)。双桥天半落睛虹，十万桅樯予

泽中。画鼓急催黄幅雨，彩旗斜刮绿杨风，升平行乐声如沸⋯⋯’’
’

， ‘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岁时>
。

，

。将明、清时的一些‘府志'和‘县志》中记载的民俗，与前述吹打乐的演奏场合船

以对照，可证实三、四百年前明、清时的习俗至今尚存，但伴随着这些风俗生活的音乐

源于何时?有些什么变化，史料中记载就很少了。
、

。

清初上海人叶梦珠撰写的《阅世篇》十卷，系笔记体裁，：着重记载松江府的创置沿

一 革，‘反映了明代中叶至清初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叶梦珠在‘阅世篇’中说。：“吴中新

乐，弦索之外，又有十不闲，俗讹称十番，又日十样锦。其器仅九。鼓、笛、木鱼、板．

拔钹、小铙、大铙、大锣、铛锣。人各执一色，惟木鱼、板以一人兼司二色，曹偶必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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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习，始合奏之，音节皆应北词，无肉声⋯一其音始繁而终促，嘈杂难辨，且有金．

革、木而无丝竹，类军中乐，盖边声也，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至崇祯末，吴阊诸少

年，又创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劳这段记述指出，1．明万历(公元1573——1619)

耒在江南盛行新乐十不闲，这种新乐只用笛和打击乐器演奏而无演唱，属吹打乐。2．所

奏曲调为北词。3．这种新乐的结构开始是繁音缛节的慢板，最后是不用丝竹，只用金、

革、木等打击乐器演奏的锣鼓乐。由此看来，近代江浙两省和上海地区盛行的吹打乐，

无论在乐队的组合形式，曲调来源和乐曲的结构布局等方面都与明代十不闲一脉相承。

综观上述资料，江南(包括上海)流行的吹打乐有鼓乐、粗乐、细乐、十锦、十番、

锣鼓等，由于史料的记载不详，无法弄清这些吹打乐在乐队组合形式、曲目、曲调来源、

演奏形式等诸方面有哪些同与异，尚待以后进一步的研究。 ，

在吹打乐曲中有不少结构完整、独立性较强的锣鼓，如‘双鸳鸯’， ‘风摆荷叶》、

《七五三'等。这些锣鼓清·李斗在他著的‘扬州画舫录'中指出。。是乐前明有之。”

由此可见上海地区流行的吹打乐至迟于16世纪初已盛行。 。

‘吹打乐的历史可直溯至汉代，如‘辞海》鼓吹乐条目中所说。 “⋯⋯职以后士庶吉

凶之礼及迎神赛会亦均用之。历代鼓吹多有歌辞配合，现今民间流行的‘吹打’。，同·鼓

欢乐’不无渊源关系。"上海地区吹打乐的发展情况与‘辞海'中所说的是相符的。 ，

由于从事吹打的班社以打唱居多，他们兼唱京剧、昆剧和滩簧，因此引进戏曲中的

器乐曲脾和打击乐是必然的。曲目的多源化必然使一个班社的演奏风格多样化，如演奏

‘水龙吟》、《大开门》、‘朝天子'、‘哭皇天》、‘小开门'、《柳青娘'、‘傍妆台'，

‘柳摇金'等曲牌明显是京剧和昆剧风格。‘万花灯'、-T西风》、‘大红袍'、‘香

袋'、‘寿亭侯'、‘十锦细锣鼓》，‘嘉兴锣鼓》这些都是江南十番锣鼓的主要曲目，。!’

当属江南风格。
：

一个班社兼收并蓄，选用不同剧种和乐种的曲目：在长期的演出活动中不同曲目的

不同风格必定会相互渗透和交融，使风格发生变化。特别是不少道教兼打唱的班社以及

一些道教班，为适合伴奏道教仪式需要，将一些京昆曲牌在曲调、节奏、节拍和速度

方面作了变化，因而使乐曲表演的音乐特质也变了，有的乐曲如不作仔细的分析，已很

难识别它们与京昆曲牌的关系。产生这种音乐上的变化究其原因有。1．由于过去口传心

授的传艺方法，遗漏和错误是难免的。特别是在这次普查中，老艺人由于长期不演奏

了，记忆的不全和差错更是不可避免。2．有的班社虽存有工尺谱本，是这种手抄本对板

眼符号的记写常常不太讲究，这样的谱本必然使音乐走样。3．艺人们为适应不同场合的

表演需要作即兴发挥。久而久之，产生了各种变体。现列举一些曲目以了解曲牌的

变异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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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山县吕港镇建国村大夫班用唢呐演奏的《傍妆台'。

“2’’。马玉玺编《京剧传统曲牌选》中的大唢呐“清曲牌"《傍妆台’。

本例金山县吹奏的‘傍妆台'同京剧曲牌，变化微小，只是在中段多出了五小节·
{

，

例二·《小开门》与《游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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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1黟。金山县吕港镇夹漏村大夫班用笛吹奏的《游西湖'。．
o

“2，，；马玉玺编‘京剧传统曲牌选'膜笛曲牌t小开门》。本例是同曲异名，显

然大夫班为了适应表演场合的需要而改名为‘游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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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南汇县祝桥地区道教班用丝竹乐器演奏中的笛子声部。

矗2，，。马玉玺‘京剧传统曲牌选>中大唢呐“清曲牌黟《朝天子'．

本例“1"系“2’’的“放慢加花劳，并且以原调Sol作Do的移调处理。

类似上述四例的变化情况不胜枚举，这说明传统器乐曲在流传过程中，因时因地医

人而异是极为常见的。

四、吹打乐的艺术特征

(一)乐器与乐队组合

演奏吹打乐使用的乐器有·

吹管乐器。唢呐、笛、笙、号筒、·弯号、。·海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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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乐器·板鼓、堂鼓、月锣、小铛锣、小锣、小钹、京钹、水镲、大钹、马锣、

大锣、云锣、碰铃、板、木鱼、南梆子等。

丝竹乐器。京胡、板胡、二胡、☆四胡、月琴、琵琶、三弦、秦琴等。

(注：有“·一号者系不是普遍使用的乐器。)

乐队组合大致可分为粗乐和细乐两类，而演奏粗乐和细乐的乐队由什么乐器组成无

定规。从普查所得材料来看，各班社选用的乐器和乐队组合可以说是因人因曲而异，因

器因材而用。现选择一些不同曲目的编制以了解乐队组合。

1．粗乐类 ．

(1)嘉定县《马队'

唢呐

板鼓、小堂鼓、小锣、京钹、大锣。．

(2)青浦县《水锣经'

唢呐
‘

’

板鼓、小铛锣、水镲、小钹、京钹、大锣。

(3)松江县《将军令'‘r

唢呐 ，

板鼓、堂鼓、小锣、小钹、京钹、大锣。

(4)崇明县《吹打套曲'

唢呐、笛。 √ ：

板鼓、月锣、小锣、小钹、大钹、大锣、碰铃。

(注，此套曲中有细乐段落> t t—t

。2．细乐类

⋯(1)小型乐队 。 ：：

①金山县‘苦黄莲》

笛、二胡。 ．。。 i、i，．。 ．篓 j：·：

板、钹。c ’． ‘．．h‘。 ．。

②南汇县，‘灯头套曲’’．’∥ ．i：：
、

笛、．板胡、二胡。

板、钹。

(2)中型乐队

①松江县‘十锦细锣鼓'

笛、二胡、中胡、琵琶、三弦、

钹、中钹、京锣(兼马锣、大锣、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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