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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 打‘乐

吹打乐述略

卢克刚

广西的民间吹打乐主要是“八音”吹打乐．有的地方又称“八仙”。是以唢呐主奏配以

锣、鼓、钹等打击乐器组成乐队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广泛流行于全区各地城乡．与民间的

生活、习俗关系密切，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一、历史沿革

关于广西“八音”吹打乐的历史沿革．史籍记载的不多。目前所见有《广西通志稿》(吴

荨任、莫一庸编纂)以及《平南县志》(清道光九年即公元1829年修)、《浔州府志》(清光绪

二十二年即公元1896年修)，它们都引用了南宋周去非撰的《岭外代答》卷之七·器乐门

的记载：“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郭村落，祭祀、婚嫁、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

相之。盖日闻鼓笛声也。每岁秋成，众招乐师教习弟子。听其音韵。鄙野无足听．唯浔州平南

系古龚州，有旧教坊乐。甚整。异时有以教坊得官，乱离至平南，教土人合乐，至今能传其

声。”依据引文中所载“盖日闻鼓笛声也”，过去不少人都把这视为广西“八音”吹打乐的源

头．认为文中所说的“鼓”即是民间打击乐器鼓、锣、钹的统称．“笛”就是唢呐，理由是广西

民间特别是桂东南地区习惯称唢呐为“大笛”。显然。中原传来的鼓笛之声‘。南宋时已扎根

广西民间，广泛应用于祭祀、婚丧等礼俗活动．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南宋时广西诸郡

的鼓笛之声是否广西“八音”吹打乐的始祖。这个问题我们还需就下面两个情况迸一步加

以考证、研究．方可作出结论。

其一．“八音”吹打乐的主奏乐器唢呐原流行于波斯、阿拉伯．其名称就是波斯语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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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ura”的音译。还有的译作“琐呐”、“锁呐”、。琐奈”等。此乐器约于元、明时代传入中原，

最早在明代才开始有关于唢呐的记载，首先见于明正德(1506—1521)年间王磬的《西楼乐

府·朝天子》咏喇叭词，借“喇叭啖呐”讽刺1510年时阉侍弄权作恶之事。稍后戚继光

(1528--1587)把唢呐用于军乐，在他的《纪效新书·武备志》中说“凡掌号笛，即是吹唢

呐。”明代后期王圻的《三才图会》(约成书于1607年)器用三卷载：“锁奈，其制如喇叭．七

孔；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不知起于何时，当军中之乐也．今民间多用之。”可以说，唢呐

在我国民间广泛流行是在明代中晚期以后。而记载“平南乐”的《岭外代答》是南宋周去非

据其任桂林遥判期间所见所闻的笔录整理，成书予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那时唢呐尚

未传人中原，广西地处边疆，远离中原．唢呐传人时间更晚，大量使用应是在清代以后

的事。

其二，“平南乐”引文中称平南有旧教坊乐．有教坊官乱离至平南教土入合乐，也就是

说，当时传来平南的是宋代教坊乐与合乐。据宋代教坊的乐队编制．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

均无唢呐出现，其中吹奏乐器北宋时用的是鹭篥、龙笛、笙、箫、埙、篪等，南宋时仅用，蔫篥、

笛、笙、箫；打击乐器北宋时用方响、拍板、杖鼓、大鼓、羯鼓，南宋时去掉了羯鼓；弦乐器北

宋时用琵琶、箜篌，南宋时用琵琶、筝、嵇琴。宋代的“合乐”也没有用唢呐，通常就是拍板、

鼓、笛几件乐器的合奏，有时加入扎子、水盏、锣等打击乐器。据此，把《岭外代答》中的“平

南乐”所称的“鼓笛声”．视为广西“八音”吹打乐的始祖，看来是有点牵强附会。根据相关史

料考证。当时的鼓笛之声应是箫、笛子、鼓、锣等乐器合奏的形式，并非是以啖呐主奏的“八

音”吹打乐。

广西“八音”吹打乐真正形成的时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目前尚难得出确切的结论。各

地民间艺人的口碑。亦有多种说法。钦州、灵山等地艺人说，“八音”在当地流行已有三四百

年历史；玉林的艺人说．。八音”在桂南地区流传时间并不太长．大约是在清代中后期以来

的事；梧州的艺人漩，。八音”是在漕末民初才在梧州兴起．最盛的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

代。艺人的口碑只能作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要真正给“八音”在广西的历史定论．还需作

进一步地调查和科学考证。

二、乐队组织、乐器

广西民间“八音”吹打乐队主要由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两大部分组成。吹奏乐器以唢

呐为主。有的地方加入笛子、长号。打击乐器常用卜鱼(梆筒)、沙鼓或秃头、更鼓、堂鼓，大

鼓、文锣、武锣、苏锣，单打(手锣)、大钹、小钹等。此外，有的民间八音班时而也加入一些丝

竹乐器合奏．

嚷呐。八音”吹打乐的主奏乐器．在广西各地普遍流行，民闻称之为。大笛”或。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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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由笛嘴、气盘、笛颈、笛木、笛碗五部分构成。笛嘴是套在笛颈顶端的双簧哨子·原

用芦苇管制成。民间有的用一种虫茧壳压扁而成．现在有的又采用塑料制造。气盘为铜制

小圆片．中间有--d,孑t,．套在笛颈上部笛嘴的下方．其作用是帮助两唇用力，使口力持久。

笛颈是笛嘴与笛木的连接物．铜制．其中心称为笛针，外包以葫芦状花兰装饰(现代唢呐有

的只有笛针．无葫芦状花兰)。笛木即笛身．木制管体，一般以红木、紫檀木或酸枝木等硬质

密度高的木材制成，形如竹节．上细下粗，开有八个按孔(正面七孔，背面一孔)。笛碗即喇

叭，有的称“笛波”、“笛裙”．铜制．呈喇叭状，套在笛木下端．用以扩音。

唢呐分大、中、小不同规格型号，广西民问“八音”多使用筒音为f1和筒音为d1的大唢

呐、筒音为a1的中唢呐和筒音为92的高音唢呐(民间称“笛王”或“笛公”)。’

唢呐音域达两个八度加一个大二度。音量洪大．音色粗犷、明朗．气势雄壮。在“八

音”乐队中主奏旋律．能制造出十分热烈欢腾的气氛，运用弱奏又可取得柔和抒情的效果。

长号 别称“大号”、“大筒”．是壮、瑶、苗、汉等民族共用的铜质气呜乐器，流行于广西

西部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八音”乐队中使用长号作为辅助性、色彩性乐器。长号全身铜质。

由嘴节、伸缩管、喇叭三部分构成。管体可伸可缩。全部延伸时．长约1500毫米。嘴节长

300毫米。顶端有锅形号嘴，嘴节下部以一铜圆包连接伸缩管。伸缩管长约600毫米．不用

时即缩入喇叭节内．以方便收藏和携带。喇叭节比伸缩管略长少许．喇叭口径约220毫米。

演奏时．把伸缩管拉伸至最长。伸直左手托扶管身．右手抓住嘴节．口贴锅形号嘴．吹气发

音。靠唇振和气息控制律定音高，一般能发第一至第三3个泛音。其发音厚实、沉闷、森严、

共鸣很好。在“八音”乐队中充当低音，莫定乐队的低音基础。具有很大的威力．能造成一种

庄严、肃穆的气氛。

卜鱼 又称“梆筒”。用坚硬木料制成。有大小两种规格。大者呈长方体状，长约200毫

米．宽约100毫米．高约60毫米．在离顶面10毫米的一侧．横挖一条与顶面平行、宽窄相

当的槽沟。小者呈梯形体状．底长约80毫米、宽约50毫米．体高约60毫米，在离顶面8毫

米处也横挖一条与顶面平行、宽窄相当的横沟。使用时，一端系绳挂于三折式鼓架上，用鼓

竹敲击发声。其音如梆声。大卜鱼发音较低．音色浑厚；小卜鱼发音高尖，音色脆亮．有些

刺耳。用于乐节的强拍．民间艺人称之为“板”。习惯上常与沙鼓或秃头合用。

沙鼓和秃头 沙鼓．用坚硬木料制作鼓框．上面蒙以黄牛皮即成。其框壁厚实．鼓心如

铜钱般大小．突起斜向鼓边。鼓面略呈弧形。秃头．形如倒盖的碗。外观似和尚头．故俗称

“和尚头”。框亦用坚硬的厚木料制成．鼓心似铜钱大．突起斜向鼓边．顶面蒙以黄牛皮。沙

鼓或秃头均架于三折式鼓架上演奏．用两根鼓竹敲击发音。音色清脆．刚柔相济。用于乐

节的弱拍上．民间艺人称之为。丁”。习惯上沙鼓或秃头常与卜鱼合用．俗称“鼓板”。。八

音”乐队中．卜鱼、沙鼓或秃头常由一人演奏。

更鼓因古代夜晚报更常用此鼓而得名。外观呈扁圆状，木制鼓框．两面蒙以牛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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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双面鼓”，置于鼓架上演奏，用两根鼓竹敲击发声。

堂鼓 又称“战鼓”，因古代打仗在战场上常擂此鼓助威，故而得名。木质鼓框呈圆筒

形，两面蒙以牛皮．形制大小不一。置于鼓架上演奏，用丽根木鼓棍敲击发声。音色浑厚。在

“八音”乐队中，堂鼓常与更鼓轮番使用，以加强对比和烘托气氛。

大鼓 民间有的地方又称“狮子鼓”。常在舞狮舞龙时使用。木制鼓框，有的用整段大

圆木挖空其心而成，有的则采用木板拼成。形似大圆筒．一头蒙以黄牛皮用钉子固定为鼓

面。通常是用未经加工处理的带毛的牛皮，特别显得粗拙朴实，民间特色极浓。其体形较

大，鼓面直径约600毫米左右，鼓身高亦在600毫米上下．其发音浑厚、洪大，很有气势。

文锣俗称“大头锣”。铜制，形如大筛，面径约在700毫米以上，边高约30毫米。锣

面光滑，边上一侧有两孔。用以穿绳悬挂。用绒槌敲击演奏，发音低沉，且能远传，能制造出

庄严、肃穆的气氛，常在“八音”行奏中作鸣锣开道之用。

武锣 俗称“高边锣”。铜制，锣壁较厚，面径约400毫米，边高约80毫米，锣面布满疙

瘩，边上一侧有两孔作穿绳悬挂。用硬木槌敲击演奏，发音铿锵、坚实、洪亮。

单打 俗称“手锣”。用厚铜制造，体形较小，面径约140毫米，壁厚约3毫米，锣面布

满疙瘩。演奏时，将锣托于左手掌心上，锣面朝上，右手持硬木小槌敲击。发音铿锵、高尖．

声音穿透力强，是“八音”乐队中常用的色彩性乐器。

苏锣 铜制，锣壁较薄，锣面光滑，中心圆突．四周斜向锣边．边上有两孔穿绳悬挂。用

小绒槌敲击，发音高亢、脆亮。

钹铜制。圆形如钵．中心有一半球状或平顶帽状突起，顶上开一孔穿以绸带，由相同

规格的两片组成一付。钹的大小规格不一，通常面径在460毫米以上者称为大钹；面径在

20厘米以下者称为小钹；面径200一460毫米之间者称为中钹。演奏时．双手分握一付钹

两片中心之球突(或帽突)，两片互击发声。小钹发音清脆、响亮。大钹和中钹发音洪大．大

钹有明显的颤动声．用颤击法更能收到特殊效果。

三、演奏形式

广西民间“八音”吹打乐演奏形式有两种：坐奏和行奏。

生奏又称“坐棚”。是～种有固定场地和席位的演奏形式，主要用于婚、丧、祝寿、祭

祀等场合。场地一般设在办事人家大门一侧，富裕人家则专门搭建鼓乐棚。演奏时备有一

张四方桌．民间称“八仙桌”．供演奏者放置乐器和茶水用。有6和8人乐队，乐器排列习以

成俗．都有固定的座次，按惯例围绕四方桌就座。摆座位置视主人家门口方向或出入路而

定．出入路在门口右边者，乐队则摆在左边；出入路在门口左边者．乐队便在右边。掌板者

面对来路而坐以观来客而指挥演奏。大锣、大钹位于掌板者左右，唢呐向着主人家门口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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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座位排列如图：

唢呐1 O

唢呐2 o

苏锣

。

口1．．．．．．．．．．．．．．．．．_J

o大锣

。掌板

。

大钹

6人乐队(主人家出入路在左)

(面向)’l

单打1
o

大锣。

掌板。

单打2
o

门1．．．．．．．．．．．．．．．_J

o唢呐1

o唢呐2

o o

大钹 苏锣

8人乐队(主人家出入路在右)

、l(面向)

行奏是在行进中演奏，民间又称“鼓厢”。“鼓厢”即鼓亭，形似彩轿，上有挂钩用以挂

锣和固定木鱼、板鼓的位置．两人抬着；现代也有用长方形木制四轮小车子(即锣鼓车)，由

一人推着。行进中．除唢呐和大钹、小锣是由演奏者自己拿以外，大锣、鼓、板等打击乐器都

载在鼓厢或锣鼓车上。乐手们则边行走边演奏。乐器排列形式如左下图。6人的乐队也可

以不用鼓厢．有两种形式，见右下图。 ·
．

唢呐1 苏锣

o o

o o

唢呐2掌板

8人鼓厢行奏图 6人吹打行奏图(无鼓厢)

行奏主要用于婚嫁迎娶、游神庙会、舞龙舞狮、节日游行、送葬等场合。

四、乐种类别及音乐特色

本卷所收集的吹打乐主要有壮族吹打乐。其中包括“八音本牌”、“八音丝弦牌”、“贺礼

八仙”等I汉族吹打乐包括“桂南八音”、“桂北八音”I瑶族吹打乐有“婚礼唢呐曲”、“田林八

仙曲”等。

(一)壮族吹打乐

壮族吹打乐即流行于壮族地区的“八音”吹打乐．以南宁市所属邕宁县的“八音本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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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鸣县的“八音丝弦牌”较有代表性．天峨县的壮族“贺礼八仙”也很有特色。

邕宁八音本牌．因沿用本地地方戏曲如邕剧、师公戏的曲牌为主而得名．武鸣八音丝

弦牌，则因主要沿用当地丝弦戏曲的曲牌而定名。乐队均由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两部分组

成。吹奏乐器以唢呐为主，当地民间俗称“大角”或“大笛”。邕宁、武呜两地使用的唢呐有

大、小两种：大唢呐多采用f1为筒音的．小唢呐多采用％‘为筒音的。壮族地区还有一种

本地的小唢呐，壮语称“比咧”，采用C2为筒音，打击乐器主要用仄板和卜鱼(同一人演

奏)、堂鼓(战鼓)、大钹(又称广钹)、苏锣、高边锣。有些八音队还加上大文锣、小钹等。

壮族民间大凡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八音演奏。八音乐手平时分散务农，遇要办事随时都

可集中演奏。民间祝寿、祭祀、红白喜事时，乐队便应邀到办事人家围坐在八仙桌周边演奏

(坐奏)；迎娶新娘、舞狮、舞龙、送葬等礼仪活动，乐队行进在路上围绕锣鼓车演奏(行奏)。

邕宁八音本牌和武鸣八音丝弦牌乐曲，因是引用地方戏曲(均为地方小戏)曲牌。所以

篇幅都比较短小．基本上都属于单曲体结构。即一首乐曲只由一个曲牌构成．是民间器乐

曲中篇幅较小的一种结构。尽管只是一个曲牌构成的乐曲，其内部结构也有多种情况，有

一段式的，也有二段式、三段式。

一段式的如武鸣八音丝弦牌《震兰芳》：

1=F(唢呐筒音作I=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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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共有20小节．由四个长短不一的乐句构成的一段式结构。

又如邕宁八音本牌《摆花》。

l=F(唢呐简音作l=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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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也是20小节。曲首由锣鼓点开头。末尾用锣鼓点收。由长短不一的三个乐句构

成．连绵不断一气呵成。

二段式的如邕宁八音本牌《安庆》：

1；F(唢呐筒音作1=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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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为商调式，共28小节，第13小节的商音作延长处理．有明显的停顿感．到此已

形成一个乐段。接着后部分出现了一些新的旋律因素，构成第二乐段。

三段式的如邕宁八音本牌《黄瓜滴水》：

l=F(唢呐筒音作l=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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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由散板锣鼓点引出。接着的8个小节是完全重复的两个乐句。可视为一个乐段。

接下来旋法变化。紧接又转散板、突慢，形成对比性的中段。之后．又恢复原来的节拍和速

度，旋律出现新的因素．采用重复和变化重复的方法发展．形成了第三个段落。整首乐曲为

不带再现的三段式结构。 ．

邕宁八音本牌和武鸣八音丝弦牌乐曲都属于五声性调式体系。有的是纯粹采用宫、

商、角、徽、羽五正声的五声音阶．而大多数则是采用五正声基础上加入偏音变宫或清角的

六声音阶．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加变宫的六声音阶，也有个别同时使用两个偏音的七声音

阶，变徵和清羽(闰)两偏音则没发现有使用。调式有官调式、商调式、徵调式和羽调式。其

中徵、商、羽几种调式用得较多。宫调式较少．角调式则没有发现。调式转换的情况也比较

多．如上例《黄瓜滴水》，前段呈商调色彩．中段明显是转到宫调式上．后段前部也属宫调

式．结束句则转到徵调。由此．乐曲色彩显得很丰富。

节拍节奏方面．邕宁八音本牌与武鸣八音丝弦牌多采用一板一眼(詈拍子)的节拍形

式．部分采用一板三眼(÷拍子)节拍。也有时出现散板的自由节奏(如《黄瓜滴水》的中段)

和有板无眼({拍子)的流水板节奏．如《六波令》前段为一板三眼．中间部分转为有板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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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水板，结尾又转回为一板三眼，先后三次变换节拍，也表现出其节奏丰富多样。

天峨县贺礼八仙均在喜庆场合使用，并以唢呐主奏．故又称“喜庆唢呐”。其乐器配置

和演奏风格，在不同的乡镇情况不完全一样。如在纳直乡和下老乡是由唢呐、长号、小鼓、

小钹组成乐队。唢呐采用边吸边吹技法，小鼓小钹则轻敲细打，属于“细吹细打”的演奏方

式。乐曲曲调婉转优美，柔和雅致，抒情流畅。六排镇纳洞村是由唢呐、铜鼓、太鼓组成乐

队，采用“粗吹粗打”演奏方式，其音量洪大，音色浑厚，很有威力。坡结乡则以唢呐、长号、

锣、鼓、大钹、小钹、小锣组成乐队，先由长号、唢呐领奏，之后锣、鼓、钹演奏闹场，起落有

致，相互呼应，热情洋溢，气势磅礴。

天峨县贺礼八仙，也采用坐堂(即坐奏)和行奏两种形式，乐器排列均有当地民间惯例

所依。坐堂，是办喜事人家请来八仙乐队到家中，坐于厅堂左侧演奏，唢呐2人坐在堂屋餐

桌上方。面向大门；长号2人分别位于两位唢呐手的左右；打击乐4人分别坐在餐桌两侧、

唢呐手的下方，面向唢呐和长号。演奏的乐曲通常有《邀请曲》、《迎宾曲》、《喜庆曲》、《敬酒

曲》、《拜堂曲》、《谢席曲》、《倒茶曲》等等。行奏，又称。打贺礼八仙”．是在路上行进中演奏·

用于婚嫁中的迎娶。行奏时，乐队跟随接亲送亲主人之后。排列顺序依次为：唢呐、长号、

锣、鼓、钹。办喜事人家从自家出门时，乐队首先由长号吹奏“九连声”，即由商长音开始，接

着由徵升宫、商两音组成的音型连续奏九次，之后又回到商长音上，整个还要反复两次。

如：廿享一l：’卫韭监监盟监盟卫一1
2 2⋯羽

m， s，=============二==================—一，

用于邀请召唤．接着唢呐奏热烈欢快的《邀请曲》，邀约兄弟姐妹一路同行致贺。途中奏此

曲还表示对沿途村寨的敬意和邀请。沿途奏的乐曲还有：I：过山调》、《问路曲》、《安步曲》、

《开门曲》、《喜庆曲》等等。 ．

天峨县壮族贺礼八仙乐曲基本上属于单牌体结构，一首乐曲就是一个曲牌，主要采用

重复和自由模仿的手法发展旋律。也有采用套曲形成的．如《喜庆曲》，它既可作为一个曲

牌的独立名称．又可用为一个套曲的总称。当作为一个套曲时，常常包含有《大开门》、《进

财喜》．《百花春》，《步步高》，《迎宾调》、《送客曲》、《万年欢》、‘百年寿》等多个曲牌组成。

本卷所收的天峨县贺礼八仙乐曲．具有很明显的几个共同特点：

·1．曲首都由双唢呐吹奏一个基本相同的引子：6·垦I鱼亘羔鱼I 5盟I 2盟I
3．h 3 2 l}3 l 3 2 Il —I．然后往上纯四度移宫进入乐曲主体部分。

2．都以相同的落音和音型2·l 2 0 l结束全曲。唯有‘问路曲》是徵音5一}

5 0 I音型结束．该曲也是唯一没有移宫换调．始终在同一调性上演奏的。

3．都采用一板一眼的节拍，节奏都比较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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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都采用五声音阶，全部由五正声构成旋律。
’

5．都采用调式交替的手法．每首乐曲都具有多种调式色彩的变化。如《邀请曲》，首先

长号吹出称为“九连声”的前引，呈商调色彩；接着唢呐吹出统一的引子．呈宫调色彩；乐曲

主体部分羽、徵、商几种色彩交替出现．最后以商音结束全曲。由于色彩的丰富变化。从而

也提高了乐曲的表现力。

另外．天峨县贺礼八仙的绝大部分乐曲都是单声部曲调，但《敬酒歌》则比较特别。其

乐曲中间偶尔出现有双声，末段有长达28小节由长号连续吹着6音衬托，形成固定长音

衬托的二声部．很有特色。

(二)汉族吹打乐

汉族吹打乐主要为流行在全区各地的汉族八音。尤以流行在桂东南地区的最为突出。

从其乐器配置、演奏技法和乐曲风格三方面考虑，汉族八音大致可分为“桂南八音”和“桂

北八音”两大类。

桂南八音，主要流行在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容县、贵港、桂平、平南、梧州、岑溪、苍

梧、藤县、北海、钦州、灵山、浦北等市县，尤以玉林和博白两地流行最普遍，影响最大。桂南

八音的突出特点就是“粗吹粗打”．采用以大唢呐为主．中唢呐为辅．加上战鼓、大锣、大钹

的乐器配置。演奏技法上．唢呐采用“深吸深吹”或称“满吸满吹”的吹奏技法，故称为“粗

吹”I打击乐的大锣、大钹音量洪大，音质浑厚．气势粗壮．故称“粗打”。由于唢呐的“满吸满

吹”，使乐曲的句逗清晰．旋律跌宕．起伏鲜明．音色刚柔相济，加上大锣、大钹的洪大音量，

粗壮气势，于是形成了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的乐曲风格．营造出热闹喧嚣、震人肺腑的

气势。

桂：：IRA音，主要流行在桂林市的临桂、兴安、灵川I、全州以及贺州市的贺州、昭平、钟

山、富川县一带。桂北八音在乐器配置和演奏风格上与桂南八音有所不同。其明显特点是

“细吹细打”．普遍采用中小唢呐为主．加上小鼓、小锣、小钹的乐器配置。与“粗吹粗打”相

比．其所用乐器显然要轻细一些。演奏技法上．唢呐采用“边吸边吐”或称“细吸细吐”的技

法吹奏．故谓“细吹”l打击乐器的小鼓、小锣、小钹与“粗吹粗打”用的战鼓、大锣、大钹相比

而显得比较轻柔，演奏时采用“轻击细打”技法。由于唢呐采用“细吸细吹”，其奏出的旋律

连绵不断。宛若涓涓流水。句逗不太鲜明。配上打击乐器的“轻击细打”，形成了柔和雅致、

抒情流畅的乐曲风格．营造出轻快活泼、热情洋溢的气氛。

汉族八音曲目十分丰富．是广西民间器乐合奏中曲目数量最多的一部分。这些曲目的

来源有多方面．从现有资料来看，大致有以下几方面t

1．从民歌演变而来。民间器乐与民歌的关系向来十分密切．民间艺人常常把一些优美

流畅、适合其所需表现内容的民歌曲调．加以器乐化的演变发展而成为其演奏的曲牌。如

《开山歌》、《龙船歌》、《赶马调》本来就是民歌曲目。《：开山歌》原是古朴的劳动号子．《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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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原是端午节划龙船时唱的民歌，这些民歌经艺人的运用改进，都成了汉族八音的唢呐

曲牌；

2．流行在民间的乐曲。各地民间都有一些流行的乐曲，如《一枝花》、《到春来》、《比古

调》、《红绣鞋》等，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流传．广西汉族八音也沿用了这些乐曲；

2．戏曲音乐。戏曲音乐是民间器乐曲的重要来源．戏曲的表演都离不开音乐，戏曲中

的过场、舞蹈、冷台都必须音乐伴奏，如《小开门》、《大开门》，就是诸多剧种都使用的过场

音乐，汉族八音在广西各地都使用这些曲目。另外，用戏曲唱腔移植为器乐曲的情况也很

多，如《山坡羊》、《跌断桥》等，这类曲牌在广西汉族八音中都是常用的；

4．古代传统曲目。不少历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都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广西汉

族八音曲目中的《朝天子》、《高山流水》、《仙姬送子》等，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

汉族八音由“八音锣鼓”和“八音乐曲”两大部分构成，两者有机结合，共同营造出繁杂

多变、异彩纷呈的音乐效果。

八音锣鼓，即全部采用打击乐器演奏的音乐，汉族八音锣鼓使用的乐器是各种鼓、锣、

钹、大小木鱼、梆子等，根据不同的流行地区、使用场合以及乐队的习惯而有不同的组合．

这也是造成“粗吹粗打”和“细吹细打”之不同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汉族八音锣鼓分为锣

鼓点和锣鼓段两类。锣鼓点是八音锣鼓最基本的节奏型，一般就是一个乐节，虽然具有一

定的表现意义．但不够完整，通常是作为乐曲曲牌的起头、结尾或伴随曲牌的进行而使用。

锣鼓段即锣鼓的乐段，有较完整的段落结构和表现意义，一般穿插在乐曲曲牌中间。特别

在联牌体和套曲中，常作为曲牌转换的过渡段落。锣鼓段又有通用锣鼓段和专用锣鼓段之

分，通用者即所有八音乐曲曲牌都可套用的锣鼓段；专用者即专为某个曲牌设置使用的锣

鼓段，如玉林八音锣鼓段中的《抽三槌》专为《六波令》所用．《秃尾二流》专为《古安庆调》所

用，《慢皮尾》为《仙姬送子》专用．《贺寿尾》用于《大佛元》的尾句之后。作为《八仙贺寿》的

结束。等等。

汉族八音乐曲结构．大致可分为单牌体、联牌体和套曲三种类型。

单牌体。汉族八音中．由一个曲牌构成的单牌体结构的曲目不少，如流行在桂南地区

的八音吹场曲中的。小开”、。小拜”之类曲目大都为单牌体。这类曲目的一个曲牌往往是反

复演奏，反复时演奏技巧作一些加花装饰．使之不致单调。有些还作加头加尾扩充，民间俗

称。戴帽穿靴”。如博白县的舞龙音乐《挂排头》：

侵板

锣鼓经詈童童童兰童童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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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童丝童竺呈堕堕I羔堕鱼堕童丝童丝量I业噎堕堕曼

唢呐I生篁虹些生塾l堑堕盟塾堕6 I—0 7—7堡丝堑堕玎

锣鼓经《盟丛鳓垒丝呈1丛堕堕盟量l丛堕堕堕堕曼-l

此曲主旋律只有5小节．而曲首却有8小节的锣鼓段。曲尾又延伸一小节打击乐作结

束。曲子虽然不长．经如此加头加尾，既扩大了篇幅．又使音乐丰富了。‘

联牌体。民间俗称牌子曲。是由两个以上的曲牌联缀而成的乐曲结构．这是广西汉族

八音乐曲中常见的一种曲体结构形式。构成一首联牌体乐曲的曲牌．往往不一定是照搬原

曲牌．通常都会作一定的变化或摘取原曲牌的某些部分，某些材料。在一首牌子曲中的各

个曲牌前后连接紧密，有的甚至段落感都不太明显，各个曲牌完全融合为一个整体，一般

不能分开为各个独立的乐曲演奏。

广西汉族“八音”的联牌体乐曲中。各地都有一些同名曲。如《大开》(即《大开门》)几乎

在全区凡有“八音”流行的地方都有这个曲名。但由于流行地及演奏艺人不同又各有差异，

其所使用的曲牌和连缀的顺序往往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基本音乐材料都相差较大。这也体

现出民间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灵活性特点。如同在一个地区且地域相邻的玉林八音《大开

门》与博白八音《大开》．它们之间的差另IJ就比较大。

玉林八音《大开门》的构成是：[冲头锣鼓)——(龙头小开)——[大开]——[二

流]——[相思]——C-"流]——(大开)——OJ,开门)

博白八音《大开》的构成是：[冲头锣鼓]——(慢鼓头]——(龙头小开)——(相

思]——【大开)——(小朝王]

类似这些同名而构成不同或内容不同的吹打曲．在广西各地还有不少。有的一个曲牌

在同一首联牌体乐曲中先后出现也有伸减变化。而它们的共同效果就是由于使用了多个

曲牌联缀．一方面扩大了乐曲的篇幅．适应在各种场合需要延续一定时间的演奏。另一方

面也使乐曲有变化，与单牌体的重复使用相比，显得丰富多彩了。

套曲。由多个能表现一定内容并具有独立意义的曲牌组成的一种大型乐曲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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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曲根据其联套特点又分为正套和散套两类。

正套 民间又称“联牌套”，是结构比较严谨的一类大型套曲。组成一个正套的曲牌，

‘都依传统习惯形成一定的规则，其先后顺序也约定俗成，各个曲牌的连接均比较紧密，中

间不可随意加入其他曲调，整个套曲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各个曲牌单独抽出来时

又能独立演奏，具有独立的表现意义，各个曲牌本身往往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曲式变化。

例如《八仙贺寿》、《仙姬送子》是汉族八音中著名的两个套曲，尤其在桂东南地区的八

音班凡参加各种活动都必须奏这两个曲目。《八仙贺寿》表现的是中国民间神话传说中八

仙的故事，《仙姬送子》反映的是董永和七仙姑的故事。《八仙贺寿》和《仙姬送子》本来是两

个独立的套曲，但民间习惯上把两者连在一起来演奏，取其贺寿与送子之意，以示吉祥。以

玉林市的传谱为例．它们构成如下：

《八仙贺寿》的构成：[引子·加官头‘]——(贺寿头](园林好)——[太和佛](山花

子——太和佛——红绣鞋)一天官赐福(加官)一尾声。(紧接套曲《仙姬送子》)。

《仙姬送子》的构成：送子(女队子)一男队子一新水令一步步娇一折桂令一江儿水一

反官装一雁儿落一得胜令一侥侥令一收江南一园林好一沽美酒一太平令一清江引。

灵川县的《迎春曲》、《龙船歌》都包含有若干个曲牌构成，在仪式中演奏时，它们均按

一定的顺序连接成套．一般不可随意变更。而各个曲牌各自又有独立的表现意义，分开就

是各自独立的乐曲。

散套民间又称“散牌套”．所使用的曲牌不严格规定，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依演奏

者的兴趣安排，没有一定的准则，同一个八音队此时演奏与彼时演奏也不完全一样。灵括

性较大。本卷所收集的玉林市的舞狮舞龙音乐《安庆》就是一首散牌套曲。按本卷收录时艺

人演奏的乐曲构成如下。 ．

《安庆》：小开一出宫一风入松一醉东风一二流一荡舟头一八仙闹东海一二流一荡舟

一二流一节节高一荡舟一相思一荡舟尾一合字相思一孝顺歌一士字相思一孝顺歌二段一

士字相思。

广西汉族。八音”乐曲均属五声性调式体系，有纯粹五正声的五声音阶．也有加偏音的

六声和七声音阶。在偏音的使用中。变宫音用得最多．其次是清角．变徵和闰两个音则用得

较少。常用的调式是徵调式、宫调式和商调式，这些调式色彩都比较明亮，这也是汉族八音

使用于各种节庆场合所需要的效果。此外．羽调式也占有一定的数量．角调式则很少见。虽

然羽调式色彩柔和暗淡，但由于主奏乐器唢呐的洪大音量和打击乐器的鲜明节奏、强烈的

音响．演奏起来并不失其热烈的气氛。

为了丰富乐曲的表现力，汉族八音乐曲调式变换的情况也是常有的．特别是联牌体乐

曲和套曲，这种情况更为多见，就是单牌体乐曲也不乏调式变换的例子。常用的变换手法

是调式交替．即同宫系统的调式转换。如徽宫交替、徽商交替、徽羽交替、宫羽交替、商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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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等等。还有宫调的转换。旋律转调．则变化对比更为明显。

广西汉族八音乐曲的节拍通常有四种。

1．慢板——一板三眼(即要拍子)的板式．速度有快、中、慢之别。慢板的乐曲一般比较

庄重．稳健·

2．中板——一板一眼(即寻拍子)的板式，速度亦有快、中、慢之分，中板乐曲一般较活
’

泼欢快．也可以表现热烈气氛；

3．流水板——有板无眼(即{拍子)的板式，流水板的速度较快。主要在需要营造热烈

紧张气氛时使用；

4。散板——无板无眼。节奏自由，可渲染出一种强烈激昂的气氛。往往可以营造出一

种戏剧性的效果。上述这些节拍中，慢板和中板是最常用的。流水板和散板较少，只在特定

情况下才使用。 ·

(三)瑶族吹打乐

瑶族吹打乐有婚礼唢呐曲、八仙等。 ．

瑶族传统习惯。凡男女青年结婚都要举行隆重的婚礼。设宴款待四方宾客，请鼓手演

奏助兴。如金秀盘瑶的婚礼鼓乐队，通常由唢呐2支、小鼓1面、钹1付、大锣和小锣各1

面组成。婚礼乐曲的音乐特点主要表现为：

1．结构都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单牌体乐曲；

2．乐曲速度自由而缓慢，且每首乐曲都由散板开始，乐曲行进中也常变换节拍．给人

一种散的感觉，

3．多使用四分、二分音符，八分、十六分等短时值音符用得较少．因而旋律显得平缓·

起伏不大，

4．乐句不规整，重复较多I

5．曲调流畅．使用颤指、装饰较多，

6．打击乐节奏比较简单、自由。带有一定的随意性I

7．都使用五正声构成的五声音阶，极个别地方偶尔出现变宫音。全部都是商调式．而

且每首乐曲的结束也都比较统一．基本上都用鱼!一323—1 I主一l、2-l或芝333堕I

2一l 2-Il结束。其中有《迎亲》、《大开门》、《找客》、《平安》四首的结束句作四度

移宫，转到下属调上．但调式都没变．仍为商调式，结束音型也与其他各首乐曲相同。

瑶族八仙在民间红、白事中使用．乐队组织各地不一．比较有特点的如田林县平山木

柄瑶八仙。由大唢呐2支、小唢呐1支、长号2支、竹笛2支、小鼓1面、小钹1付、小锣1

面，有时也选用二胡2把。其中长号和竹笛是交替使用，一般在乐曲首尾需要强调、掀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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