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焉F_ji。-_I_|“：||-≯了”‘_?穗髂≯i r，，。，+||≥。．0．i 0j。暑参溜隧藩～．。．
f t．{_．i。i‘．i??。。‘?。麓麓

卜’。’’一。『j譬’‘?。鼍躐蓬鞠
：．?‘一．．r i 0。戮蒌嘲

≯jl≮：．．≯≯!i鬻黛”． 一 X§Ⅺl：I稳1

⋯ 一蜀■}将⋯女％目

新世界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

主

袁炳 昌

编

毛继 增

编辑组成员

士
．J曲

毛继增 刘桂英 何青 晓雁 袁炳昌

袁炳昌

何洪

安妮

张学文

范西姆

张中笑

撰 稿 者

何青

卢克刚

吴学源

谢永雄

段亚平

欧阳元华

刘桂英 毛继增

晓雁 王曾婉

马名振 。胡家勋

周吉 张人卓

鲁拓 刘一丁

赵·道拉吉

杨秀昭

关也维

李道勇

李洪明

刘同生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

主

袁炳 昌

编

毛继 增

编辑组成员

士
．J曲

毛继增 刘桂英 何青 晓雁 袁炳昌

袁炳昌

何洪

安妮

张学文

范西姆

张中笑

撰 稿 者

何青

卢克刚

吴学源

谢永雄

段亚平

欧阳元华

刘桂英 毛继增

晓雁 王曾婉

马名振 。胡家勋

周吉 张人卓

鲁拓 刘一丁

赵·道拉吉

杨秀昭

关也维

李道勇

李洪明

刘同生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

主

袁炳 昌

编

毛继 增

编辑组成员

士
．J曲

毛继增 刘桂英 何青 晓雁 袁炳昌

袁炳昌

何洪

安妮

张学文

范西姆

张中笑

撰 稿 者

何青

卢克刚

吴学源

谢永雄

段亚平

欧阳元华

刘桂英 毛继增

晓雁 王曾婉

马名振 。胡家勋

周吉 张人卓

鲁拓 刘一丁

赵·道拉吉

杨秀昭

关也维

李道勇

李洪明

刘同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摄影者及提供图片单位

袁炳吕 何青

杨秀昭 卢克刚

董建国 杨全富

线相孟 张学文

王曾婉 张加言

谢永雄 马骋

雷继兴 赵·道拉吉

波依香 赛云鹤

刘文澜 洪俊

张中笑 唐家忠

梁兵 潘明章

诺·博迪 范山云

张祖武 霍建瀛

沈阳故宫博物馆

敦煌文物研究所

云南省博物馆

刘桂英 毛继增

刘扬武 吴加福

晓雁 刘渝新

杨举文 何荣昌

刘砂 舒小模

张振华 张孟生

黎方清

娜仁齐木格

李洪明 李平

石光伟 段亚平

阿侯依热 韩秉明

王恒杰 刀智新

王炳华 王芝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辽宁省歌舞团

云南画报社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

绘 图

蒋振明 吴鸿奎 ．吴学源 李富一

何洪

关也维

赵毓华

周秀清

陈瑞鸿

简其华

李道勇

吴学源

金竹松

宝力格

李希京

马鼐辉

李经武



÷．：摄影者及提供图片单位

袁炳吕 何青

杨秀昭 卢克刚

董建国 杨全富

线相孟 张学文

王曾婉 张加言

谢永雄 马骋

雷继兴 赵·道拉吉

波依香 赛云鹤

刘文澜 洪俊

张中笑 唐家忠

梁兵 潘明章

诺·博迪 范山云

张祖武 霍建瀛

沈阳故宫博物馆

敦煌文物研究所

云南省博物馆

刘桂英 毛继增

刘扬武 吴加福

晓雁 刘渝新

杨举文 何荣昌

刘砂 舒小模

张振华 张孟生

黎方清

娜仁齐木格

李洪明 李平

石光伟 段亚平

阿侯依热 韩秉明

王恒杰 刀智新

王炳华 王芝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辽宁省歌舞团

云南画报社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团

绘 图

蒋振明 吴鸿奎 ．吴学源 李富一

何洪

关也维

赵毓华

周秀清

陈瑞鸿

简其华

李道勇

吴学源

金竹松

宝力格

李希京

马鼐辉

李经武



)￡·

日U

杜矢甲

—．．：I_▲

口

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祖国文化的漫

长岁月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少数民族乐器种类之多、特色之浓是世上罕见的。

它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

我国少数民族乐器源远流长。彝族的布里拉、笛老挪、回族的泥哇呜、藏族的扎

令和汉族的埙同类。陕西西安半坡村、山西万泉县荆村、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陶

坝，距今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云南江Jl J李家山古墓群发掘的铜葫芦笙、楚雄万家坝出

土的铜鼓、牟定出土的铜编钟都是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创造，属春秋战国时期的产

物。

我国少数民族共有约五百种民族乐器。有的形制、奏法奇异，有的音色独特；有

的已是稀世珍宝，有的仍广泛流传民间；有的小巧玲珑，有的高过屋顶；有的构造简

单，有的制作精致。它们充分显示了我国少数民族乐器的发展水平和各族人民的创

造才能。如笙类乐器的簧片制作以及和声应用，口簧、独弦琴泛音的运用，都具有很

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水平。无孔笛、单孔笛等乐器，构造虽然十分简单，但在民间艺

人的手中都能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历代乐器演奏艺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演奏技巧，积累了许多宝

贵的艺术经验。唐、宋时期盛行的杖鼓，“其曲多独奏，如鼓笛曲是也’’，而羯鼓之声，

则“透空碎远，极异众乐"。现在基诺族的切克、土家族的打溜子和维吾尔族的达普，

精洪的演技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令人惊异。

自古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乐器总是密切地伴随着人民的生活。歌唱和舞蹈少不

了它，劳动、恋爱、社交少不了它，婚丧喜庆、宗教活动、风俗节日少不了它。口簧、木

叶、筚朗叨、巴乌、夜箫常作为爱情的媒介。正如民歌所唱：“高山木叶细微微，看你阿

哥会不会吹。若是吹得木叶叫，只用木叶不用媒。"奏乐唱歌伴随劳动的习俗，在许

多民族中颇为盛行。土家族集体薅草演唱的薅草锣鼓歌，歌郎在劳动队伍前面鸣锣

击鼓，间以歌唱。白族、哈尼族的插秧季节，田边吹奏的唢呐声能使劳动者“闻歌欢

跃，劳而忘疲"。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冬布拉、考姆兹及其风格独特、多姿多彩的民间乐曲，从



各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有的描绘飞奔的骏马；有的歌唱祖国的壮丽山河；有的

叙述历史故事；有的讴歌新的生活；有的诉说内心的忧愁；有的表现人民的欢乐。在

柯尔克孜族人民中，考姆兹被誉为“万能的乐器’’。而冬布拉和歌则被誉为“哈萨克人

民的两支翅膀”。

无疑，少数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可是历代史籍的记载却寥若晨

星。建国以来，对民族乐器的调查、搜集、研究、出版工作，仍属薄弱环节。十年浩劫

中，大批民族乐器被销毁，有的现已濒临失传，如不及时抢救，载入史册，势必人亡器

绝。

要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艺术，必须认

真地进行民族音乐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

音乐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从长白山麓到世界屋脊，从内蒙古草原

到西南边陲，深入各民族地区寻珍觅宝，对各民族传统乐器进行科学考察，并在整理、

初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这部《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乐器科

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整理成册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尽管这部书还可能有某些不

足，然而，将它奉献于世，对于宣传少数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激发民族自豪感，

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对我国音乐史学、民族学、社会

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凡 例

一、本书所列条目，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的乐器，包括传统民族乐器和得到本民族人民承

认的改良乐器。已在民间失传的乐器，历史上影响较大者，酌情选入。

二、乐器名称一般采用民族语音译或意译名称。一器多名者，采用本民族习用称渭或约定俗

成暂为条H名，其它名称列为参见条。

三、乐器条日名称后加汉语拼音文字。汉字和汉语拼音文字无法记写的民族语音，用相近的

汉字和汉语拼音文字书写。

四、一种乐器，已定为几种类型(如高音、中音、低音)者，列若干条目，释文以一条为主，其他

条从简。条目内容涉及它条者，采用参见方式补充释文。

五、少数民族乐器尚未统一规范。释文中有关形制、音高等记述，均为常用乐器的数据或研

究人员实际考察的记录。

六、本书采用我国习用的乐器分类方法，将民族乐器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击

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五大类。每类乐器又按发音原理、弦数多少、演奏方法等的不同再行分类。如

欧管乐器分为无簧、单簧、双簧、多簧四类。每一类再按制作材料(竹、木、土、金等)和横吹、斜吹、

!竖吹进行编排。有的乐器如木叶、酾笛、口簧等难以分类，则将它们归入相近的类中，木叶归人吹

管乐器，[1簧归入弹拨乐器。

七、释文中的定弦、音列、音域和谱例用五线谱标记。唱名用do、re、mi、fa、sol、ia、sliP．写。为

避免产生异义，专业名词术语中特殊的字不用简化汉字，如“徵”不用“征”。

八、释文大都附有彩色照片或黑白照片。少数乐器照片质量较差，则用插图。

九、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目录按乐器分类排列。并在书后附有《中国少数民族简介》、《中国少

数民族乐器民族分类索引》、《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汉语拼音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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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奴

(壮 笛)

文崩

(比 团)

30直拉万念莫

(小竹笛)

(的哩嗒啦)

(打歌笛)

直拉万额蒿扎

(中笛子)

(的哩嗒啦)

30直拉万亚莫

(大笛子)

(的哩嗒啦)

(大横笛)

(大 箫)

32九孔笛

(蟒 笛)

(箫 筒)

当 篥

33牧角

(三眼笛)

(三眼箫)

库络多

(多)

34吐 良

(吐 任)

36横笛

(则 傣)

高音横笛

中音横笛

乐器分类目录

吹管乐器

低音横笛

37角笛

龙笛

<龙头笛)

(梅)

林比

(牧 笛)

38嘀哩芒

(五孔笛)

39 勒绒

(松堪勒绒)

i；受精

(绰 尔)

4l鼻箫

(虽 劳)

(屯 卡)

(圆 哈)

鼻笛

(鼻 箫)

(帕奴欧欧)

(勃 里)

(拉里各丹)

双管鼻笛

笛朽篥

(决 篥)

(笛篥吐)

42列都

(都 列)

(列嘎都)

(列古都)

43多赛波洛

43展道杆

(直通箫)

(展青角)

(缺口箫)

45篥 西

嗯就

(蔚)

46嘟噜

(簇)

(洞 箫)

48列直匹哩

泼勒端黑央

(三月箫)

(干叶箫)

49五月箫

(嗯哕凸)

奖

(直 箫)

(掌 栽)

50高音奖

低音奖

(大筒箫)

展尖

(塞 箫)

52小展尖

大展尖

呗处鲁

赤Ⅱ罗施若

(哆西哩)

(诺 西)

(诺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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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螺) (叫鬼号) (拜)

酾笛89卡奈衣 97苗笛

(田螺笛) (长号筒) (格林斗)

84扎令 (喇 叭) (巴 鸟)

(扎窝令) (大铜角) (老母猪箫)

(德令) 柯尔那依 筚

(陶 哨) 锩筒 (筚林当)

(陶 埙) (桶 子) (筚端向)

(泥 哨) (大铜角) (筚先当)

(泥埙) (筚相短) (筚 咪)

布里拉 (哈亚) (筚 朗)

(阿乌) 90勒加 (筚鹿)

86笛老挪 班洛 (筚 囡)

(土洞箫) 筚管 (筚姑)

泥哇呜 91勒拱 (筚 等)

(泥 箫) (笔 管) 98筚暹

(泥娃娃) 周咯卡展莱 (筚)

87泥口琴 92 贝咯卡展莱巴哈丁 99锐左

(口琴子) 93拉罗姆 ，

(比 总)

长号 得 1∞盏西

(大巴拉) (拜) (比 总)

。(当嘹) 曲‘?琴) 比(0总)
(抱阿) 94确嗦

”⋯。
(哈亚) (亚加) lOl阿恰决篥

(大号) (抱怀) 筚朗叨

(大筒) 木叶 (泼勒翁)

筒钦 (斯切) (葫芦箫)

(毕利) (斯切嫫) (拜洪廖)

(毕利古) (拜美) (布赖)

(大号筒) (巴眉) (葫芦丝)

(蒙古角) (嘎不洛) 103筚多喝

(大长角号) (黑不龙) (喃多嚼)

(小长角号) 95 巴 乌 (墩嘟喔)

(小铜角) (吉非里) 104筚楞哆

88铜质冈令 (梅 巴) 嘎连

(扎令) (妞 巴) 10,5展布莱

(刚 洞) (苗笛) 106乌翁

(短角铜号) (筚) (窝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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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巴)

呜哇

(呜哇古尔)

(拜 因)

107波公喉

(稻杆笛)

(吹禾草)

筚纷

咚咚亏

(呆呆哩)

108别

(四孔彝笛)

1∞三孔草杆

(非 里)

(三眼巴鸟)

四孔草杆

(哦 比)

(郭 比)

(非 里)

六孔草杆

(匹 西)

(郭 比)

(非 里)

110切孛

(筚 篥)

111利拉

哦比

112甸农达

比尔

(山苇笛)

比崩

(匹 篥)

113筚建

波芦

114拜’

115诺南

(可 瓦)

利列

(口 箫)

116利罗

拉篥

(文 牡)

(扎列)

117筚朗布浪领

筚朗布浪万

118木比美

(寸 笛)

筚噜

(洪 拜)

(布 惹)

119筚噜争

初 巴

马布

120双管马布

筚达

(排箫)

121羌笛

(其 篥)

(士布里)

(帮)

(吕 渣)

(肖 列)

双眼巴乌

(双管巴乌)

122舣唢呐

(小唢呐)

(竹唢呐)

(姊妹箫)

123拔奔

(竹叶笛)

葫芦笙

(吉尔布惹)

(昂)

(诺)

(诺果筚)

(it结)

(报 扎)

(嗯拜因)

(拜)

(唔 变)

(拜桂)

(玛妞)

(阿普筚)

(妞篾)

(呗批又)

127 昂

(葫芦笙)

128五管芦笙

129排笙

(绐 安)

(宋滚尔)

130芦笙

(卢 沙)

(梗)

(梗览尼)

(梗 览)

(梗可斯影)

(梗 劳)

(嘎 斗)

(嘎 杰)

(嘎 东)

(嘎 宰)

(嘎 正)

(咭 列)

(琉 六)

(根 耶)

(林 娄)

(琉 伴)

(林秀)

133芒筒

(地筒)

(莽筒)

(芦笙筒)

(筒 b)



l垂筚墓{ 142茎嚣； 朝蒸"／pj
(芦管) 括诗奈依 ：：：一二：
(细筚篥) 【双臀僭)

，．．．一。^、

(悲 篥) 匹昌库 彻∑磕。二二二
(笳管) 【售 于J

，l-砸生、

(头管) (小管子) “一””

157适振

(士 争)

拉弦 乐 器

(振)

(窘)

(独弦琴)

158独弦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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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弦琴)

玎黑

(董棕琴)

(独弦琴)

159玎嘎那

(笋壳琴)

萨它尔

(塞他尔)

160多兰艾介克

(刀郎艾介克)

161奚琴

(乡 胡)

162改良奚琴

奚琴

(乎 胡)

牛角琴

163扎尼

(牛角胡)

(马尾胡)

博角尼

(角 胡)

164次喔

比 昂

(依利奖)

165玎俄

纳西胡琴

(胡 琴)

166二簧

西‘玎

(玎 西)

(傣玎)

167玎郭拎

多洛

(玎多洛)

168高音象脚琴

中音象脚琴

低音象脚琴

哈密艾介克

(哈密胡琴)

169皆

(彝族二胡)

纳欧

(胡 胡)

170胡惹

171苗族二胡

172骨胡

(马骨胡)

(冉．督)

(冉 列·)

(冉森)

173潮尔

(锡纳干潮尔)

马头琴

’(莫林胡兀尔)

(胡兀尔)

(胡 琴)

(马尾胡琴)

(弓弦胡琴)

175冉拜

(竹筒胡)

(土胡)

176冉 卜

铁琴

(铁胡)

178必汪

(则 则)

(弦 子)

(兵 央)

椰胡

朗多依

179佤族葫芦琴

玎叨

(葫芦琴)

牛腿琴

(各 给)

(给 宁)

(牛巴腿)

180瓢琴

(昂 昂)

(古 瓢)

182嘎哈

(古瓢琴)

(口水琴)

叶克勒

(叶尔克勒)

183克亚克

呃吱

(直 吱)

<哼 咳>

(禾 贺)

(吉’吱)

(腰 胡)

184塔吉克艾介克

185勒胡

(里 胡)

(三 胡)

坎吉

186小坎吉

根卡

188胡西它尔

艾介克

(哈尔札克)

189四胡

(候勒禾胡兀儿)

(四 弦)

(四股弦)

(二夹弦)

190高音四胡

(小四胡)

中音四胡

191四弦奚琴

(改良四弦奚琴)

布依族四胡

彝族四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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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库佰孜

193四弦胡

睁尼

(七弦琴)

(瓦 琴)

199竹质口簧

(和 贺)

(冲)

(阿塔)

(控 孔)

(可 谷)

(古 谷)

(究 由)

(马 锅)

(哈列列)

(齿 却)

(曲 曲)

(芒 锅)

(冈)

(阿 也)

(拉 吉)

(和托)

(恰尔的)

(拉 核)

(马 嘎)

(驾 耳)

(奇亏)

(合 浪)

(比 埋)

(占 共)

(筚达甸)

(冉)

(勃 爹)

(哈木斯斯尔那依)

(福 琴)

(唐 琴)

(梧桐琴)

194牙筝

(轧筝)

弹拔 乐 器

(改)

(太 波)

(口巴弓)

(口弦子)

(笛 丢)

(哈翁哈翁)

(布 鲁)

(卡 旺)

(营)

(日哥罗)

(共 冈)

(摆特龙)

(口 弦)

(响 篾)

(口 琴)

(口 弓)

(篾 片)

(口衔子)

(拉 篾)

(篾 琴)

(竹 弦)

(嘴琴)

203金属口簧

<莫库尼)

(空康吉)

(墨克纳)

(木库连)

(朋奴化)

(阿吾孜考姆兹)

(雅

(亚

(瓦

筝)

琴)

琴)

(奥孜考姆兹)

(埃额孜考姆兹)

(占 共)

(阿保)

(加)

(卡水)

(会将)

(掸琴)

(床头琴)

(比 短)

(比铃短)

(库波兹)

(口 口)

(口 儿)

(和 贺)

(口 胡)

(口 琴)

(口衔琴)

(悲 琴)

(口弹琴)

206独弦琴

(旦匏)

207弓琴

208一弦琴

喀什热瓦普

(喇叭卜)

209忽雷

羊头弦子

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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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叮)

冬布尔

托甫秀尔

二弦

(陶布秀尔)

冬布拉

(冬不拉)

(东不拉)

中音冬布拉

次中音冬布拉

低音冬布拉

热布普

(热巴卜)

(拉巴布)

高音热布普

(热布普恰)

都它尔

(独塔尔)

碧约牛腿琴

三弦

(胡兀不JL)

(修达拉古)

(迪塔)

C拉和)

(当 的)

(穆 玎)

大三弦

(弦 子)

龙头三弦

多兰热瓦普

(刀郎热瓦普)

塞依托尔

(塞依吐尔)

考姆兹

库木里

(库木日依)

苗族三弦

景颇三弦

(玎)

傈僳三弦

(其伯)

彝族小三弦

彝族中三弦

二合亚莫

(三弦亚莫)

垤施三弦

迪塔

(三 弦)

穆玎

(傣族三弦)

弹琴

纠鲁布

(拉和)

(当 的)

(和 玛)

(登洪)

(弦 子>

(三 弦)

拉枯小三弦

玎胆

(森)

(马腿琴)

玎罕

(玎三腮)

侗族小琵琶

(衣)

(嘿衣)

(比 巴)

(比巴拉)

侗族中琵琶

侗族大琵琶

(比巴劳)

玎列

(哩 玎)

(玎 省)

(玎崩巴)

(玎 邯)

236赛玎

(得玎)

(布朗玎)

237月琴

(巴 布)

(班 匹)

(和 巴)

(四 弦)

(弦 子)

(蛙琴)

239蒙古族四弦琴

(月 琴)

根冬

四弦琴

240纳西琵琶

241蒙古族琵琶

满族琵琶

菲特克纳

242最高音冬布拉

高音冬布拉

243火不思

(虎拔思)

(琥珀词)

(好比斯)

(色古都)

(胡拨)

(浑不似)

244改良火不思

其伯

(其 白)

(起奔)

(其布呃)

(傈僳琵琶)

245达比亚

(其伯)

246乌孜别克热瓦普

(新型热瓦普)

5

6

7

8

9恧

咀眨

湛

Ⅺ婚

猫

躺脚

黜

脚瑚

跚蹴

嬲

纵搦

l

2

4

5

6

7

8

国

旧疆

挖沼

Ⅺ

Ⅲ

m

纵

m

m

m娜

m

啪拢

拢搦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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