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堑蔓濯



．转气 中
l霉—L 国

争鸣 乐÷擤 ¨望r-
器

嚣蕃 士叁i卷 ●D、
U



中国乐器发展述略

中国乐器有悠久的发展历史。1986～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

址出土的一批骨笛，经碳同位素14C测定和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

今7920(土·1 50)年，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古的一批乐器。这些骨笛都

用猛禽骨管制成，一般长20余厘米，管径1．1厘米左右，两端敞开

(以一端作吹口)，多数在管身开7个指孔，有的还留有开孔前测定孔

位时刻画的标记。乐器形制有定，制作规范。其中最完好的一支经

试奏可吹出六声和七声音阶。这些乐器的发现，说明当时在我国境

内已存在相当发达的音乐文化。

考古发现的距今8000～4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古乐器遗存为数不

少，除贾湖骨笛外，比较重要的还可以举出：山西襄汾陶寺和夏县

东下冯的石磬，河南陕县庙底沟的陶铃，陕西长安县客省庄的陶钟

(铙)，山西襄汾陶寺的木筒鼍鼓，甘肃永登乐山坪的陶(土)鼓，浙

江河姆渡、西安半坡村、山西万荣和甘肃火烧沟等地的陶埙，浙江

河姆渡和江苏吴江县梅堰的骨哨(笛)，山东莒县大朱村的陶号等。

这些遗物绝大部分都是由石、陶、骨等不易腐朽的材料制成，因得

以在地下经历数千年岁月而保留下来。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实际使用

乐器的种类当比这多出不少。

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记载有关远古乐器产生的传说，如“舜作五

弦之琴”(《礼记·乐记》)，“庖牺氏作瑟”(《世本》)，“土鼓、蒉桴、

苇答、伊耆氏之乐也”(《礼记·明堂位)))，“女娲之笙簧”(《礼记·

明堂位》)，“箫韶九成”(《尚书·益稷》，韶为舜时的乐曲)等。目前

还不可能对这些记载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做出完全的准确判断，但从

前述已发现的一些考古遗存看，至少像箫、苇衙之类乐器在青铜时

代到来之前便已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综观上述远古时代的乐器，虽然大多数是体鸣、膜鸣的节奏性

乐器，但气鸣的旋律性乐器也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这些乐器为后

来乐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的青铜技术发轫于夏代，而在商、周时期得到了迅速

发展。这不仅为各种青铜乐器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也

为其他乐器的制造提供了锐利的工具，乐器的种类和性能都随生产

与技术的进步而取得令人惊叹的进展。

到春秋、战国为止，见诸各种先秦文献的乐器名目已近百种，除

去若干确知为同器异名者外，亦不下70种。随着乐器品种的增多，

西周时出现了按照乐器使用材质的差异而分为金、石、丝、竹、匏、

土、革、木八类的“八音”分类法。这八类乐器中，除革属的各种

鼓和木属的祝、敌为节奏乐器之外，其余六类都为可奏旋律的乐器，

表明当时的乐器构成所具有的高文化性质。

八类乐器中，金、石两类在商、周时期最受尊崇，被视为奴隶

主权势的象征，因而制作越来越考究。从早期3件一套的商代编钟

(铙)和编磬，经过不断的发展，到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64件的编钟

和32件的编磬的出现，使这两种古代体鸣旋律乐器达到了发展的顶

峰。它们的音质之清纯，音律之准确、完备(编钟的中音区12个半

音俱全，可作旋宫转调)等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在西南边境

的一些民族中，形制特殊的编钟和大小不等的铜鼓等青铜乐器也有

令人瞩目的进展。

笙类乐器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乐器发展的重要成果。从商代的

觥(小笙)到周代的笙、竿，以及西南边境民族的葫芦笙等，这种有

多支簧管可同时发声，既可奏旋律也可有和声的乐器的出现，是中

国人民一种伟大的创造，后世西方的管风琴就是受到它的启发而创制

的。在我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中，笙类乐器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琴、瑟、筝、筑等弦鸣乐器的出现也具有重要意义。琴自西周

时起便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此成为历代文人寄托其

情思的良伴，至今保存有大量的琴曲乐谱和相关的美学理论，成为

极具特色的一份中国文化遗产。筝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筑虽然

已经失传，但它作为一种持奏的击弦乐器，可能对后世轧筝类乐器

的产生有过某种启迪的作用。

箫、管、篪、遂、舔、埙等竹制和陶制气鸣乐器，虽然有些已在新石

器时代出现了早期形态，但在这段时期中却有了显著的进步。如早

期的埙都不超出三个指孔，到商代便出现五孔的埙，有的五孔埙运

用不同指法可以吹出连续的半音进行。曾侯乙墓出土的篪(闭管)、

遂(开管)，其形制已与后世流行的横笛甚为近似。箫(排箫)在当

时及以后的长时期中也曾被广泛用于乐队中。

在这段时期中鼓类膜鸣乐器也有很大发展。在周代，根据应用

场合的差别而用不同形制的鼓。如鼗鼓用于军事，罄鼓用于役事，雷

鼓用于神祀，灵鼓用于社祭，路鼓用于享鬼等，使鼓的品种有了很



大扩充，音色也有多样的变化。

此外，实际还存在一些“八音”之外的乐器，除前面提到的骨

笛、苇筲等外，在((诗经》中多次提到的簧(即现在被称为口簧或

口弦的乐器)也是一例。这种乐器在当时曾广为流行，深受人们欢

迎。但后来却在内地失传了。这种以自然泛音为基础的乐器对当时

人们乐音观念的发展起过良好的作用。

前述情况表明，当时人们在制造乐器的实践中已经懂得了乐器

管，弦的粗、细、长、短和弦的张力，以及笙簧与笙管的长、短相

结合同乐音的高低密切相关的原理。不仅如此，在《周礼·冬官考

工记》的“凫氏为钟”、“磬氏为磬”和“挥人为阜陶”三节中，在

书面上记下了当时制造钟、磬、鼓的各构成部分的相关比例及其变

化对乐器音质的影响，还有为磬调整音律的方法等，可算是世界上

最早的乐器制作科技文献。

自秦汉到隋唐的一段时期中，中国乐器是在各民族各地区之间，

以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甚为频繁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的，多种来源的乐

器汇聚中国，呈现出多彩的面貌。

这时期出现的乐器，属外国传入的主要有曲项琵琶、五弦琵琶、

竖箜篌、凤首箜篌、胡角、唢呐、铜钹、都昙鼓、毛员鼓等，属于

境内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则主要有阮、卧箜篌、轧筝、奚琴、笳、角、

筚篥、羌笛、笛(即箫)、尺八、七星管、锣、方响、拍扳、达卜、

羯鼓、齐鼓、腰鼓等，其中不少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乐器。

这时期出现的弦鸣乐器大都突破了琴、瑟等平置坐奏的格局，以

抱持演奏为主要特点。阮(汉魏时期称琵琶)所创的长颈多品位体

制，对此后类似乐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曲项琵琶则以其较

强的音量和丰富的色彩与技巧变化，适应着歌舞艺术的兴盛而占有

重要地位，并在后来演变成很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竖箜篌曾一度

广为流行，可惜后来逐渐销匿了。轧筝和奚琴则标志着中国擦奏弦

鸣乐器的诞生。尤其是奚琴可说是后世各种胡琴类乐器的前身，对

此类乐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气鸣乐器方面，汉魏时期的笛(即今之箫)与唐之尺八，其

形制已与今日无异。横吹的笛则有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西

汉初期的明器笛，其形制已与现今流行的竹笛相似，吹孔与指孔已

开在同一平面上。到唐代七星管的出现，便完成了现行带膜孔竹笛

的体制。出于北方的胡笳和来自西域的筚篥，当时都很流行，后来

演进成现今的管子，在管乐合奏中占有重要地位。唢呐在新疆拜城

克孜尔石窟寺的晋代壁画中出现，说明它在那时已从中亚地区传入

了新疆，以后也成了我国广泛流行的乐器。

体鸣乐器中，方响是继钟、磬之后最早出现的一种可奏旋律的

乐器，曾长期被使用，但主要在宫廷中。印度传入的钹和产自我国

南方的锣(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有西汉初期的铜锣)的出现，

为后世多种形制的钹和锣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拍板随歌舞艺术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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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而诞生，其后又成了多种音乐形式不可或缺的击节乐器。

鼓，除了许多原有的鼓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外，又有许多新的种

类随外国和边地乐部的进入而盛行一时，尤以羯鼓为最，曾被尊为

“八音之领袖”。这些新兴的鼓，包括锅形、桶形、筒形、细腰形等

多种形制，具有不同的演奏技法和声音色彩。后来，这些新出现的

鼓虽然大都逐渐衰落，但它们的特点和长处却在民间得到了继承和

发展，只是具体形态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罢了。

在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流中，一方面有各种外来乐器的引进，另

一方面中国的乐器也在国外流传。在这段时期中，El本、朝鲜以及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都可见到中国乐器的踪影。日本奈良的正仓院

至今还保存着一些El本访唐学者带回国去的珍贵唐代乐器。

宋、元以后至19世纪末的这段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El趋活跃，

戏曲、说唱、歌舞和器乐等多种民间音乐形式有较显著的发展。适

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各种乐器的传播与交流已不像前期那样主要在

宫廷范围内进行，而是主要在民间因地制宜地互相吸取别人的成果

和加以创造性的改制，从而出现乐器形制极为丰富多彩的面貌。

。这段时期乐器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以马尾弓擦奏的弦鸣乐器

以多样的形式在各地繁衍，遍及全国。本书所收此类乐器90余种，

都是在这段时期出现的。它们的音箱有管形、碗形，也有盒形；分

别用铜、木、竹筒、椰壳、葫芦、牛角等材料制成；前面有蒙蟒皮、

蛇皮、蛙皮，牛、马、羊、骆驼皮的，还有盖薄木板，笋壳和树叶

的。皆因地制宜，物尽其用，各依其文化传统而发挥其创造性。如

今广为流传的二胡、京胡、四胡、板胡、坠子、椰胡等都各有特色。

还有如新疆维吾尔族的哈密艾捷克，一方面用了钉式管形胡琴的琴

体，同时又将艾捷克加用多根共鸣弦的体制与之结合起来，形成一

种独具特色的乐器，体现了两种音乐文化的交融。

三弦、云锣、扬琴是这段时期出现而又影响广泛的几种乐器。有

一些乐器(如阮、唢呐、锣、钹等)，虽然前段时期已经出现，却在这

段时期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三弦不但出现各种大小不同的三弦，有

的还向擦奏弦鸣乐器发展；阮除了衍生出大小不同的阮之外，还派

生出多种不同的月琴和秦琴等；唢呐也有大小不同的变化，除新疆

还保有木管唢呐之外，大都在明代以前已用了铜制喇叭口；至于锣、

钹类乐器的种类则发展得颇为多样，各地不同的钹已不少于40种。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曲项琵琶由原来的有相无品、横

抱、拨弹，在这段时期内确立了在面板置品、竖抱，指弹的新体制，

使之成为一件极富中国特色的乐器，在我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中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时期中，先是由于宋代新疆喀什的喀喇汗王朝改信伊斯兰教，

以及其后蒙古军的西征等，促进了波斯、阿拉伯等的乐器东传。先

后有萨它尔、弹布尔、热瓦甫、艾昔塔尔、卡龙等传入喀什、和田

等地。在元代，还有火不思、七十二弦琵琶(当即卡龙)传入内地。



到明代则有扬琴从海路传入南方。这些乐器在我国流传的过程中大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远非原有的面貌。其中的扬琴已成为我国

应用极为广泛的乐器之一。

自19世纪末以来，各种西洋乐器逐渐以较大的规模传入我国(此

前还是个别地进入宫廷)，影响颇为巨大。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各类音乐演出团体蓬勃兴起，在这些演出团体中，西洋乐

器在总体上已占有不小的比例。有的西洋乐器(如钢琴、风琴、手

风琴、小提琴、吉他等)都在不断地扩大其影响。迄今为止，西洋

乐器主要还是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传播，然而广大的农村和少数民

族地区，各种传统的中国乐器依然是人民音乐生活中最活跃的成分。

一西洋乐器和现代乐器科技的传入，触发了对中国传统乐器的改

良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某些失传乐器的复制，使中国乐器的发展由自

发的演进而逐渐向自觉的推进方向转变。20世纪20年代以来，已有

一些人开始致力于乐器的改良和失传乐器的复原工作，如刘天华对

二胡和琵琶的改良、杨荫浏等改作十二半音琵琶的实践、物理学家

丁燮林改良的十一孔新笛(可奏十二半音)、大同乐会根据潮州“附

线”(一种椰胡)改制而成的“弓胡”等，有的在当时及以后曾产生

较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乐器的改良和失传乐器的恢复工作

在国家的扶持下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不少经过改良

或者复原的乐器，如：六项二十五品的琵琶、转调筝和扬琴、改良

箜篌、低胡、革胡和其他双千斤的胡琴、加键的气鸣乐器(笛、管、

笙、唢呐等)，还有扩展了定音系列的云锣、排鼓等。大都已为各专

业音乐团体所采用，有的已日渐普及。许多获得成功的改良乐器(包

括一些有所改良的复原乐器)，都在尽可能地保持乐器原来特有的音

色的前提下，或者是不同程度地改善了乐器的音律结构和音准度，使

之具有演奏多种音阶和较方便的转调能力；或者是扩大了乐器(单

件的和成组的)的音域，丰富了乐器的表现力和改善乐队的音响构

成；或者是增强了某些原来声音比较细弱的乐器的音量，改善了某

些原来声音比较刺耳的乐器的音质；或者改变乐器的某些构造，以

利于演奏的技巧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发扬中国乐器的

优秀传统，改进中国乐器的音乐表现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然

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固定音位的乐器因改用十二平均律定音而

破坏了原来特有的音律结构，有损乐器特色。)中国乐器正是在现代

文化与科技的新条件下，朝着更高的水平向前发展。

二、关于中国乐器的分类

在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乐器的分类一直沿用西周即已开始的

“八音”分类法。1916年萧友梅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

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中，首次吸取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



的乐器分类原理，对中国乐器的分类做了若干新的考虑。但由于这

篇论文当时没有译成中文向国内介绍，所以没有产生影响。一般多

沿用管乐、弦乐、打击乐的分类，或按民间习惯依吹、拉、弹、打

分类。近年来，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迅速发展，El益显出对中国乐器

进行科学分类的必要性。于是大都不同程度地吸取霍恩博斯特尔和萨

克斯乐器分类的原理，结合中国乐器的实际，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乐器

的分类方法。本书在乐器的分类编列上用意与此基本相同。我们和

霍一萨乐器分类表的一个主要不同点是：他们在弦鸣乐器一级分类之

下，不是像其他几大类那样以激振方式作为二级分类，而是将乐器形

体构造放在二级分类上。我们则在弦鸣乐器之下，将拨奏、击奏、擦

奏列入二级分类，然后才是乐器形体构造的分类。此外，我们对体鸣

乐器的分类也在霍一萨体系的基础上做了较大调整(详见本卷“总

论”)。这样做既符合统一的分类原则，也和中国乐器的实际相适应。

现将本书乐器分类列表如下：

体鸣乐器

碰奏(对击)

棒形

板形

槽形

容器形

敲奏(被击)

棒形

板形

管形

容器形

摇奏

串形(环、棍棒)

框形

容器形

刮奏

棒形

板形

容器形

拨奏

吹奏

膜鸣乐器



圆柱形

粗腰桶形(浅桶形)

细腰筒形

高脚杯形

箍框形

有柄

无柄

摇奏

有柄

无柄

膜管

弦鸣乐器

拨奏

单一载体

杆形

半管形

盒形

复合载体

钉式碗形

钉式盒形

钉式管形

颈式碗形

颈式盒形

竖形箜篌

击奏

单一载体

全管形

半管形

盒形

擦奏
‘

单一载体

半管形

复合载体

钉式碗形

钉式盒形

钉式管形

颈式碗形

颈式盒形



气鸣乐器

边棱音

吹口管 ，．

竖吹(开管与闭管)

单管

多管

横吹(开管与闭管)

单管

多管

容器形

哨口管 ，

外置哨

单管

多管

内开哨

单管

多管

簧振管

双簧

筒体

单管

多管

锥体

单簧

筒体

单管

多管
锥体

自由簧

单管

多管

唇振管 ．

自然号

直号

无号嘴
有号嘴

‘ 号角 ，

无号嘴

有号嘴



以上分类大体与全书篇章结构相适应，一级分类为卷，二级分

类为编，三级分类为章，四级分类为节，其余再在节下细分，可列

或不列目。由于各类乐器数量极不平衡，因此各编、章、节的分量

各不相同，且有很大差距。

本书按照上述分类方法以四卷出齐，即体鸣卷、膜鸣卷、弦鸣

卷、气鸣卷。

本书所收录乐器，仍然是以当今我国各族人民中使用的传统乐

器为主，同时也收一些已广泛流传的改良乐器，以及一些历史上使

用过并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及实物或图像为依据的古代乐器。这些都

将按确定的种属意义予以选择，即一般只择取具有种属意义的典型

个例。

上列分类表，在各卷编辑的具体过程中可能因实际情况的需要

而作局部调整，但总的格局大体如此。

郭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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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鸣乐器的科学涵义是，乐器声音的来源是空气柱本身振动发

声。其振动能量的输入方式(空气柱振动的激发、诱导方式)均有

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在一级分类“气鸣卷”之后，二级分类均

以引起空气柱振动的激发、诱导形式作为分类依据，即：

●边棱音激发，

●簧振激发；

●唇振激发；

●其他激发方式，如风吹音(aeolian tone)激发。

为此，本卷分四编：边棱音编、簧振管编、唇振管编和编外乐

器部分。前三大编在中国气鸣乐器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拥有的乐

器最多并带普遍性。第四类乐器在社会生活中含量极少，但又不能

忽视它们的存在，故用“其他气鸣”作题。这些乐器的声音激发方

式游离于边棱音、簧振、唇振之外，科学的发音鉴定有待于今后工

作的展开。

由于中国气鸣乐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本卷的第三级分类采用

了乐器形体构造与演奏形式相结合的方法。第四级分类则根据同类

乐器的不同逻辑组合，采取较为灵活的形式，这样会更处于习惯与

情理之中。

《中国乐器志·气鸣卷》和其他各卷一样，在体例和陈述方式上

充分考虑志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图志”或“图鉴”，也不同于“百

科”或乐器辞书。在体例的安排上，采取了编、章、节与条目相结

合的形式。在行文中，也采取了编、章、节与条目相结合的表述方

式。条目的规格大致分五种：

1．甲级条目；

2．乙级条目；



(以上两种为研究成果和科学资料的综合条目，陈述内容量较

大，其中可能包含了古今中外资料文献及编著者本人的综合研究成

果，并对该乐器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准确的阐述。)

3．丙级条目(描述性为主)；

4．丁级条目(介绍性为主)；

5．戊级条目(注册条目，即同质异名条)。

甲级条目所对应的乐器具有最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与社会普遍性。

对此类乐器用较大篇幅展开将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同时也表现出

该志的科学探索精神。在中国气鸣乐器中，具有最广泛社会代表性

与社会普遍性的乐器有笛、箫、笙、埙、唢呐、管子等等。它们首

当以甲级条目对待。

每一个条目名后用汉语拼音注名(部分改革乐器用英文译意)，

并附上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乐器分类序号。比如：

●唢呐(suona 422．111．2)

其中，422．11 1．2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乐器分类序号。这个

数码组合的意义是：4为气鸣，主要是空气本身振动；42为正规的吹

奏乐器，振动空气柱限制在乐器内；422为簧管，气流通过乐器顶端

的双簧中间进入管内使气柱振动；422．1为双簧管，管上有一对冲击

薄片，通常以草木茎压扁l 422．1 1为单只双簧管，422．1 11指带圆柱

形或圆锥形的内径，最后，422．111．2的含义是带有指孔(按音孔)。

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乐器分类序号对我们的乐器分类具有参

考的意义。

为了尊重兄弟民族的传统语言习惯，少数民族乐器多以少数民

族的语名汉译音立目。lzk女n，瑶族的塞孔边棱哨嘴乐器“五月箫”，

瑶族人又称“嗯罗凸”，故首以“嗯罗凸”立目。其他乐器一般按此

原则处理。

((中国乐器志·气鸣卷》全卷分为四编、十章、二十二节。

曾遂今



《中国乐器志》绪言⋯⋯⋯⋯⋯⋯⋯⋯⋯⋯⋯⋯⋯⋯⋯郭乃安

引言⋯⋯⋯⋯⋯⋯⋯⋯⋯⋯⋯⋯⋯⋯⋯⋯⋯⋯⋯⋯⋯⋯·(J)

第一编边棱音⋯⋯⋯⋯⋯⋯⋯⋯⋯⋯⋯⋯⋯⋯⋯⋯⋯·(1)

第一章 吹口管边棱一横吹⋯⋯⋯⋯⋯⋯⋯⋯⋯⋯⋯⋯(3)
第一节笛

笛⋯⋯⋯⋯⋯⋯⋯⋯⋯⋯⋯⋯⋯⋯⋯⋯⋯⋯⋯⋯⋯⋯⋯⋯

曲笛⋯⋯⋯⋯⋯⋯⋯⋯⋯⋯⋯⋯⋯⋯⋯⋯⋯⋯⋯⋯⋯⋯⋯

梆笛⋯⋯⋯⋯⋯⋯⋯⋯⋯⋯⋯⋯⋯⋯⋯⋯⋯⋯⋯⋯⋯⋯⋯

横笛(横风)⋯⋯⋯⋯⋯⋯⋯⋯⋯⋯⋯⋯⋯⋯⋯⋯⋯⋯⋯

龙颈笛⋯⋯⋯⋯⋯⋯⋯⋯⋯⋯⋯⋯⋯⋯⋯⋯⋯⋯⋯⋯⋯⋯

龙笛(龙头笛、梅)⋯⋯⋯⋯⋯⋯⋯⋯⋯⋯⋯⋯⋯⋯⋯⋯

乃依⋯⋯⋯⋯⋯⋯⋯⋯⋯⋯⋯⋯⋯⋯⋯⋯⋯⋯⋯⋯⋯⋯⋯

文崩(比团)⋯⋯⋯⋯⋯⋯⋯⋯⋯⋯⋯⋯⋯一⋯⋯⋯⋯⋯

奴(壮笛)⋯⋯⋯⋯⋯⋯⋯⋯⋯⋯⋯⋯⋯⋯⋯⋯⋯⋯⋯⋯

直拉万念莫(小竹笛、嘀哩嗒拉、打歌笛)⋯⋯⋯⋯⋯⋯

直拉万额蒿扎(中笛子)⋯⋯⋯⋯⋯⋯⋯⋯⋯⋯⋯⋯⋯⋯

直拉万亚莫(大笛子、大横笛、大箫)⋯⋯⋯⋯⋯⋯⋯⋯

慈捏(牧笛)⋯⋯⋯⋯⋯⋯⋯⋯⋯⋯⋯⋯⋯⋯⋯⋯⋯⋯⋯

则傣(横笛、大苓)⋯⋯⋯⋯⋯⋯⋯⋯⋯⋯⋯⋯⋯⋯⋯⋯

第二节异型笛

曾侯乙墓笛⋯⋯⋯⋯⋯⋯⋯⋯⋯⋯⋯⋯⋯⋯⋯⋯⋯⋯⋯⋯

马王堆3号汉墓笛⋯⋯⋯⋯⋯⋯⋯⋯⋯⋯⋯⋯⋯⋯⋯⋯⋯

篪⋯⋯⋯⋯⋯⋯⋯⋯⋯⋯⋯⋯⋯⋯⋯⋯⋯⋯⋯⋯⋯⋯⋯·

新篪⋯⋯⋯⋯⋯··⋯⋯⋯⋯⋯⋯⋯⋯⋯⋯⋯⋯⋯⋯⋯⋯

义嘴笛⋯⋯⋯⋯⋯⋯⋯⋯⋯⋯⋯⋯⋯⋯⋯⋯⋯⋯⋯⋯⋯⋯

四孔笛(哀笛)⋯⋯⋯⋯⋯⋯·⋯⋯⋯⋯⋯⋯⋯⋯⋯⋯⋯·

嘀哩芒(五孔笛)⋯⋯⋯⋯⋯⋯⋯⋯⋯⋯⋯⋯⋯⋯⋯⋯⋯

当篥(短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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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笛(牧角、三眼箫)⋯⋯⋯⋯⋯⋯⋯⋯·

库络多(单孔笛、多)⋯⋯⋯⋯⋯⋯⋯⋯⋯·

吐良(吐任)⋯⋯⋯⋯⋯⋯⋯⋯⋯⋯⋯⋯⋯·

口笛⋯⋯⋯⋯⋯⋯⋯⋯⋯⋯⋯⋯⋯⋯⋯⋯⋯·

毕埃克哪欧姆⋯⋯⋯⋯⋯⋯⋯⋯⋯⋯⋯⋯⋯·

两头笛⋯⋯⋯⋯⋯⋯⋯⋯⋯⋯⋯⋯⋯⋯⋯⋯·

角笛⋯⋯⋯⋯⋯⋯⋯⋯⋯⋯⋯⋯⋯⋯⋯⋯⋯·

第三节改革笛

七孔笛⋯⋯⋯⋯⋯⋯⋯⋯⋯⋯⋯⋯⋯⋯⋯⋯·

九孔笛⋯⋯⋯⋯⋯⋯⋯⋯⋯⋯⋯⋯⋯⋯⋯⋯·

十孔笛⋯⋯⋯⋯⋯⋯⋯⋯⋯⋯⋯⋯⋯⋯⋯⋯·

十一孔律笛⋯⋯⋯⋯⋯⋯⋯⋯⋯⋯⋯⋯⋯⋯·

十一孔新笛⋯⋯⋯⋯⋯⋯⋯⋯⋯⋯⋯⋯⋯⋯·

十一孔笛⋯⋯⋯⋯⋯⋯⋯⋯⋯⋯⋯⋯⋯⋯⋯·

L型大笛⋯⋯⋯⋯⋯⋯⋯⋯⋯⋯⋯⋯⋯⋯⋯·

子母笛⋯⋯⋯⋯⋯⋯⋯⋯⋯⋯⋯⋯⋯⋯⋯⋯

2L一1型泛音笛⋯⋯⋯⋯⋯⋯⋯⋯⋯⋯⋯⋯·

wM一Ⅲ型新曲笛⋯⋯⋯⋯⋯⋯⋯⋯⋯⋯⋯

T式键笛⋯⋯⋯⋯⋯⋯⋯⋯⋯⋯⋯⋯⋯⋯⋯·

第二章吹口管边棱～竖吹 ⋯⋯⋯⋯_⋯⋯

第一节箫

箫(洞箫)⋯⋯⋯⋯⋯⋯⋯⋯⋯⋯⋯⋯⋯⋯·

尺八(竖邃、中管)⋯⋯⋯⋯⋯⋯⋯⋯⋯⋯·

玉屏箫⋯⋯⋯⋯⋯⋯⋯⋯⋯⋯⋯⋯⋯⋯⋯⋯-

加键箫⋯⋯⋯⋯⋯⋯⋯⋯⋯⋯⋯⋯⋯⋯⋯⋯·

单扫(短箫)⋯⋯⋯⋯⋯⋯⋯⋯⋯⋯⋯⋯⋯·

筒箫(洞箫)⋯⋯⋯⋯⋯⋯⋯⋯⋯⋯⋯⋯⋯-

展道杆(缺口箫、展角青、直通箫)·⋯⋯·

篥西(四孔箫)⋯⋯⋯⋯⋯⋯⋯⋯⋯⋯⋯．．
笛乌里⋯⋯⋯⋯⋯⋯⋯⋯⋯⋯⋯·⋯⋯⋯⋯．．

笛朽篥(决篥、笛篥吐)⋯⋯⋯⋯⋯⋯⋯⋯·

嗯就(二孔箫、蔚)⋯⋯⋯⋯⋯⋯⋯⋯⋯⋯·

列都(都列、列嘎都、列古都、)⋯⋯⋯⋯⋯·

多赛波洛⋯⋯⋯⋯⋯⋯⋯⋯⋯⋯⋯⋯⋯⋯⋯·

第二节编管箫

排箫··⋯⋯⋯⋯⋯⋯⋯⋯⋯⋯⋯⋯⋯⋯⋯⋯⋯⋯⋯⋯⋯⋯·(66)

第三章吹口管边棱一容器笛 ⋯⋯⋯⋯⋯⋯⋯⋯⋯⋯⋯⋯(71)

第一节埙

埙⋯⋯⋯⋯⋯⋯⋯⋯⋯⋯⋯⋯·⋯⋯⋯⋯⋯⋯⋯⋯⋯⋯⋯⋯(71)

第二节早期的埙

河姆渡遗址陶埙⋯⋯⋯⋯⋯⋯⋯⋯⋯⋯⋯⋯⋯⋯⋯⋯⋯⋯⋯(74)

荆村遗址陶埙⋯⋯⋯⋯⋯⋯⋯⋯⋯⋯⋯⋯⋯⋯⋯⋯⋯⋯⋯⋯(74)

火烧沟遗址陶埙⋯⋯⋯⋯⋯⋯⋯⋯⋯⋯⋯⋯⋯⋯⋯⋯⋯⋯⋯(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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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早商遗址陶埙⋯⋯⋯⋯⋯⋯⋯⋯⋯⋯⋯⋯⋯

商代骨埙⋯⋯⋯⋯⋯⋯⋯⋯⋯⋯⋯⋯⋯⋯⋯⋯⋯⋯

商代白陶埙⋯⋯⋯⋯⋯⋯⋯⋯⋯⋯⋯⋯⋯⋯⋯⋯⋯

琉璃阁陶埙⋯⋯⋯⋯⋯⋯⋯⋯⋯⋯⋯⋯⋯⋯⋯⋯一

第三节异型异名埙

玩具埙⋯⋯⋯⋯⋯⋯⋯⋯⋯⋯⋯⋯⋯⋯⋯⋯⋯⋯⋯

布里拉(阿乌)⋯⋯⋯⋯⋯⋯⋯⋯⋯⋯⋯⋯⋯⋯⋯

笛老挪(土洞箫)⋯⋯⋯⋯⋯⋯⋯⋯⋯⋯⋯⋯⋯⋯

泥哇呜(泥箫、泥娃娃)⋯⋯⋯⋯⋯⋯⋯⋯⋯⋯⋯

第四节改革埙

庄氏八音孔半音埙⋯⋯⋯⋯⋯⋯⋯⋯⋯⋯⋯⋯⋯⋯

庄氏十六音孔半音埙⋯⋯⋯⋯⋯⋯⋯⋯⋯⋯⋯⋯⋯

九孔陶埙⋯⋯⋯⋯⋯⋯⋯⋯⋯⋯⋯⋯⋯⋯⋯⋯⋯⋯

十--'孑L陶埙⋯⋯⋯⋯⋯⋯⋯⋯⋯⋯⋯⋯⋯⋯⋯⋯⋯

鸳鸯埙⋯⋯⋯⋯⋯⋯⋯⋯⋯⋯⋯⋯⋯⋯⋯⋯⋯⋯⋯

双腔葫芦埙⋯⋯⋯⋯⋯⋯⋯⋯⋯⋯⋯⋯⋯⋯⋯⋯⋯

第四章哨口管边棱一哨嘴 ⋯⋯⋯⋯⋯⋯⋯⋯⋯⋯⋯⋯⋯(89)

第一节塞孔边棱哨嘴

嗯罗凸(五月箫)⋯⋯⋯⋯⋯⋯⋯⋯⋯⋯⋯⋯⋯⋯⋯⋯⋯⋯(91)

列直匹哩⋯⋯⋯⋯⋯⋯⋯⋯⋯⋯⋯⋯⋯⋯⋯⋯⋯⋯⋯⋯⋯⋯(92)

奖(掌裁、直箫)⋯⋯⋯⋯⋯⋯⋯⋯⋯⋯⋯⋯⋯⋯⋯⋯⋯··(93)
低音奖(大筒箫)⋯⋯⋯⋯⋯⋯⋯⋯⋯⋯⋯⋯⋯⋯⋯⋯⋯··(94)

展尖(塞箫)⋯⋯⋯⋯⋯⋯⋯⋯⋯⋯⋯⋯⋯⋯⋯⋯⋯⋯⋯⋯(95)

决篥杰⋯⋯⋯⋯⋯⋯⋯⋯⋯⋯⋯⋯⋯⋯⋯⋯⋯⋯⋯⋯⋯⋯⋯(96)

高山族竖笛⋯⋯⋯⋯⋯⋯⋯⋯⋯⋯⋯⋯⋯⋯⋯⋯⋯⋯⋯⋯⋯(97)

达崩⋯⋯⋯⋯⋯⋯⋯⋯⋯⋯⋯⋯⋯⋯⋯⋯⋯⋯⋯⋯⋯⋯⋯⋯(97)

占得息(姊妹箫、咪咪)⋯⋯⋯⋯⋯⋯⋯⋯⋯⋯⋯⋯⋯⋯⋯(98)

第二节节孔边棱哨嘴

嘟噜(簇、洞箫)⋯⋯⋯⋯⋯⋯⋯⋯⋯⋯⋯⋯⋯⋯⋯⋯⋯⋯(99)

泼勒端黑央(三月箫、干叶箫)⋯⋯⋯⋯⋯⋯⋯⋯⋯⋯⋯⋯(101)

结腊(布垒、直笛)⋯⋯⋯⋯⋯⋯⋯⋯⋯⋯⋯⋯⋯⋯⋯⋯⋯(102)

第三节套孔边棱哨嘴

比笋(比夺)⋯⋯⋯⋯⋯⋯⋯⋯⋯⋯⋯⋯⋯⋯⋯⋯⋯⋯⋯⋯(103)

暹箫⋯⋯⋯⋯⋯⋯⋯⋯⋯⋯⋯⋯⋯⋯⋯⋯⋯⋯⋯⋯⋯⋯⋯·(104)

勒绒⋯⋯⋯⋯⋯⋯⋯⋯⋯⋯⋯⋯⋯⋯⋯⋯⋯⋯⋯⋯⋯⋯⋯⋯(104)

松堪勒绒⋯⋯⋯⋯⋯⋯⋯⋯⋯⋯⋯⋯⋯⋯⋯⋯⋯⋯⋯．⋯⋯⋯(105)

第四节嘴孔边棱哨嘴

咂比(体篥、拉比)⋯⋯⋯⋯⋯⋯⋯⋯⋯⋯⋯⋯⋯⋯⋯⋯⋯(105)

侗笛(嘎笛、吉赣、草笛)⋯⋯⋯⋯⋯⋯⋯⋯⋯⋯⋯⋯⋯⋯(106)

塔吉克竖笛(苏奈依)⋯⋯⋯⋯⋯⋯⋯⋯⋯⋯⋯⋯⋯⋯⋯⋯(108)

夜箫(六、良、果林趋)⋯⋯⋯⋯⋯⋯⋯⋯⋯⋯⋯⋯⋯⋯⋯(109)

那西⋯⋯⋯⋯⋯⋯⋯⋯⋯⋯⋯⋯⋯⋯⋯⋯⋯⋯⋯⋯⋯⋯⋯⋯(110)

瓦格洛(拉格莱、蔚格利、著、小独笛)⋯⋯⋯⋯⋯⋯⋯⋯(111)

呗土鲁⋯⋯⋯⋯⋯⋯⋯⋯⋯⋯⋯⋯⋯⋯⋯⋯⋯⋯⋯⋯⋯⋯⋯(112)

埙状哨⋯⋯⋯·⋯⋯⋯⋯⋯⋯⋯⋯⋯⋯⋯⋯⋯⋯⋯⋯⋯⋯⋯(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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