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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竹 笛 ， 是 一 种 古 老 而 明 快 的 无 簧 哨 吹 孔 气 

鸣 乐 器 ， 在 我 国 民 族 吹 奏 乐 器 中 堪 称 “ 轻 骑 ” 。 它 

结 构 简 单 ， 吹 奏 方 便 ， 音 色 悠 扬 动 听 ， 乐 感 层 次 

丰 富 ， 既 可 自 娱 又 可 表 演 ， 既 可 以 用 来 独 奏 ， 又 

可 以 用 来 伴 奏 和 合 奏 ， 一 直 为 群 众 所 喜 闻 乐 见 ， 

从 而 拥 有 广 大 的 吹 奏 爱 好 者 ， 数 千 年 笛 声 久 鸣 

不 衰 ， 难 怪 笛 声 箫 音 在 我 国 古 代 就 有 “ 龙 吟 凤 

鸣 ” 之 雅 誉 了 。 

随 着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休 闲 时 间 的 增 多 ， 人 们 

对 文 化 生 活 的 需 求 也 日 趋 丰 富 多 彩 ， 不 少 人 想 

学 会 一 样 乐 器 以 自 娱 自 乐 ， 提 高 自 己 的 文 化 修 

养 。 这 样 ， 笛 子 又 以 它 方 便 灵 活 、 价 格 适 中 、 好 学 

易 会 而 进 入 了 首 选 之 列 。 

为 了 适 应 这 一 需 要 ， 著 名 笛 、 箫 演 奏 家 王 铁 

锤 先 生 编 写 了 这 本 《 竹 笛 吹 奏 入 门 》 。 这 本 书 是 

王 先 生 半 个 世 纪 来 艺 术 实 践 和 教 学 活 动 的 结 

晶 ， 他 把 自 己 的 宝 贵 经 验 奉 献 给 竹 笛 爱 好 者 朋 

友 们 。 本 书 的 特 点 是 ： 把 竹 笛 练 习 曲 与 吹 奏 技 艺 

理 论 紧 密 地 联 系 在 一 起 ， 帮 助 读 者 懂 一 点 练 一 

点 ， 在 练 习 中 加 深 对 道 理 的 领 悟 ， 使 初 学 者 入 门 

有 道 。 全 书 内 容 丰 富 ， 文 字 洗 练 ， 选 曲 优 美 ， 是 竹 

笛 初 学 者 入 门 的 可 靠 读 物 。 

入 门 只 是 第 一 步 ， 第 二 步 、 第 三 步 那 便 是 勤 

奋 地 修 炼 ， 这 样 走 下 去 ， 你 一 定 会 使 自 己 在 音 乐 

的 殿 堂 中 达 到 一 个 又 一 个 新 的 高 度 。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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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竹 笛 的 历 史 

中 国 竹 笛 历 史 悠 久 ， 流 传 范 围 很 广 ， 这 可 以 从 各 地 挖 掘 出 土 的 文 物 和 古 籍 史 料 中 得 到 佐 

证 。 1973年 浙 江 河 姆 渡 发 掘 出 土 的 吹 奏 乐 器 ， 距 今 约 有 七 千 年 历 史 ， 其 中 有 横 开 一 个 孔 、 两 个 

孔 或 三 个 孔 ， 属 于 新 石 器 时 代 ， 类 似 今 日 口 笛 的 乐 器 ， 称 “ 骨 哨 ” 。 还 有 带 吹 孔 和 多 个 按 音 孔 的 笛 

子 ， 如 有 的 笛 管 上 端 有 一 个 吹 孔 和 六 个 按 音 孔 ， 音 孔 的 排 列 同 现 在 的 传 统 笛 子 相 仿 。 1987年 在 

河 南 舞 阳 县 贾 湖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墓 葬 中 又 发 掘 出 用 猛 禽 骨 制 成 的 骨 笛 ， 上 有 七 个 同 规 格 音 孔 ， 

在 末 孔 上 端 另 有 一 小 孔 ， 至 今 仍 可 吹 奏 出 旋 律 ， 这 支 我 国 最 古 老 的 骨 笛 ， 距 今 约 八 千 年 ， 在 世 界 

其 他 文 明 古 国 中 也 属 罕 见 。 长 沙 马 王 堆 三 号 汉 墓 出 土 的 竹 笛 ， 距 今 约 有 二 千 三 百 多 年 。 广 西 贵 

县 罗 泊 湾 和 甘 肃 居 延 甲 渠 侯 官 汉 代 遗 址 中 也 挖 掘 出 了 有 一 个 吹 孔 、 六 个 按 音 孔 的 竹 笛 ， 与 现 在 

云 南 景 颇 族 用 的 竹 笛 相 似 。 由 此 可 见 ， 竹 笛 确 实 是 中 国 最 古 老 的 吹 奏 乐 器 。 （ 见 长 沙 马 王 堆 三 号 

汉 墓 出 土 竹 笛 照 片 ） 

长 沙 马 王 堆 三 号 汉 墓 出 土 的 竹 笛 

竹 笛 在 汉 魏 六 朝 时 称 “ 横 吹 ” 。 “ 横 吹 ” 是 以 鼓 、 横 笛 、 排 箫 、 茄 、 角 等 合 奏 音 乐 的 一 种 形 式 ， 因 

常 用 “ 横 吹 ” （ 笛 ） 作 为 主 奏 乐 器 而 称 “ 横 吹 ” 乐 队 。 下 图 为 河 南 省 新 通 桥 发 掘 出 土 的 汉 代 空 心 砖 

刻 “ 横 吹 ” 乐 队 演 奏 图 。 

由 左 至 右 ： 鼓 　 筚 篥 　 角 　 角 　 排 箫 　 横 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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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的 竹 笛 是 没 有 膜 孔 的 。 膜 孔 的 增 加 ， 史 料 中 最 早 提 到 的 是 宋 代 音 乐 家 陈 旸 《 乐 书 》 第 

148卷 “ 七 星 管 ” 条 里 记 载 的 ： “ 一 七 窍 横 以 吹 之 ， 旁 一 窍 幎 以 竹 膜 而 为 助 声 ， 唐 刘 系 所 作 也 ， 用 

之 雅 乐 ⋯ ⋯ 。 ” 

关 于 竹 笛 演 奏 ， 中 国 古 代 就 已 达 到 很 高 的 水 平 。 战 国 末 期 诗 人 宋 玉 （ 屈 原 的 学 生 ） 的 《 笛 赋 》 

诗 中 ， 对 竹 笛 的 制 作 和 演 奏 作 了 很 好 的 描 述 。 东 晋 吹 笛 名 手 桓 伊 即 兴 演 奏 创 作 了 笛 曲 《 三 弄 》 ， 

后 人 根 据 此 曲 改 成 琴 曲 《 梅 花 三 弄 》 ， 流 传 至 今 仍 具 魅 力 。 唐 代 诗 人 李 白 在 《 春 夜 洛 城 闻 笛 》 诗 中 

写 到 ： “ 谁 家 玉 笛 暗 飞 声 ， 散 入 春 风 满 洛 城 ， 此 夜 曲 中 闻 折 柳 ， 何 人 不 起 故 园 情 。 ” 使 人 们 如 身 临 

其 境 ， 仿 佛 也 欣 赏 到 了 优 美 动 人 的 笛 声 。 唐 代 著 名 边 塞 诗 人 王 昌 龄 在 《 从 军 行 》 诗 中 也 曾 写 到 ： 

“ 烽 火 城 西 百 尺 楼 ， 黄 昏 独 坐 海 风 秋 。 更 吹 羌 笛 关 山 月 ， 无 那 （ 无 奈 ） 金 闺 万 里 愁 。 ” 诗 中 描 写 荒 原 

黄 昏 ， 戍 守 边 塞 的 兵 士 ， 独 坐 在 孤 耸 的 瞭 望 台 上 ， 随 着 从 青 海 湖 吹 来 的 秋 风 ， 传 来 了 阵 阵 幽 怨 的 

笛 曲 声 — 关 山 月 ， 引 起 了 士 兵 对 远 方 亲 人 的 思 念 。 

竹 笛 这 古 老 的 中 国 吹 奏 乐 器 ， 几 千 年 来 ， 在 演 奏 技 艺 上 不 断 进 步 和 发 展 ， 它 那 清 脆 、 圆 润 、 

动 听 的 音 色 极 富 感 染 力 ， 深 为 广 大 人 民 所 喜 爱 。 竹 笛 这 种 吹 奏 乐 器 ， 不 但 在 一 般 伴 奏 、 合 奏 中 成 

为 不 可 缺 少 的 乐 器 之 一 ， 而 且 是 具 有 独 特 风 格 的 一 种 独 奏 乐 器 ， 在 五 彩 缤 纷 的 文 艺 舞 台 上 ， 在 

广 大 群 众 的 休 闲 娱 乐 和 日 常 文 化 生 活 中 ， 都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元 代 演 奏 图 （ 山 西 永 乐 宫 壁 画 局 部 摹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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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竹 笛 的 构 造 和 种 类 

（ 一 ） 笛 管 的 结 构 名 称 

竹 笛 是 采 用 浙 江 、 福 建 、 江 西 、 安 徽 等 地 白 竹 、 斑 竹 、 凤 眼 竹 、 紫 竹 等 竹 材 做 成 的 ， 为 管 状 吹 

孔 气 鸣 乐 器 。 管 身 上 端 管 内 有 一 个 笛 塞 （ 也 称 脑 ） ， 沿 笛 塞 往 下 管 体 正 面 中 间 有 一 个 吹 孔 、 一 个 

贴 膜 孔 、 六 个 按 音 孔 和 两 个 后 出 音 孔 、 两 个 前 出 音 孔 及 笛 尾 等 。 传 统 笛 子 各 部 位 名 称 如 下 图 ： 

传 统 笛 子 各 部 位 名 称 

根 据 演 奏 的 需 要 ， 有 的 竹 笛 在 吹 孔 与 膜 孔 中 间 增 加 了 调 音 装 置 （ 也 有 的 加 在 膜 孔 与 第 六 音 

孔 之 间 ） ， 起 调 节 音 高 的 作 用 ， 一 般 称 × 口 。 为 了 演 奏 半 音 的 需 要 ， 有 的 竹 笛 增 加 了 升 5、 降 

7、 升 1、 降 3、 升 4等 五 个 音 孔 ， 称 为 十 一 孔 笛 。 有 的 只 在 第 二 孔 与 第 三 孔 之 间 管 体 下 面 增 

开 一 孔 降 7， 称 七 孔 笛 。 一 般 常 用 的 为 传 统 的 六 孔 笛 。 

（ 二 ） 竹 笛 的 种 类 及 其 特 点 

竹 笛 的 种 类 一 般 分 为 曲 笛 与 梆 笛 （ 也 称 短 笛 ） 两 种 。 

曲 笛 

在 北 方 称 昆 笛 ， 是 因 伴 奏 昆 曲 而 得 名 。 这 种 竹 笛 管 径 粗 ， 管 身 长 ， 一 般 筒 音 为 A， 第 三 孔 为 

D； 或 者 第 三 孔 为 C音 ， 筒 音 为 G。 曲 笛 大 多 用 于 独 奏 、 江 南 丝 竹 乐 队 、 昆 曲 伴 奏 及 民 族 管 弦 乐 

合 奏 。 

曲 笛 音 域 从 竹 笛 第 三 孔 作 “ 1” ， 筒 音 作 “ 5” 音 ， 按 顺 序 从 底 音 到 高 音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十 六 个 音 ， 个 别 好 的 竹 笛 可 以 吹 出 7 1两 个 音 ， 一 般 常 用 两 个 八 度 零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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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调 曲 笛 音 域 

F调 梆 笛 音 域 ： 筒 音 为 C， 三 孔 为 F。 

竹 笛 分 为 三 个 音 区 ： 低 音 区 （ 5 6 7） ， 音 色 低 沉 浑 厚 。 中 音 区 （ 1 2 3 4 5 6 7 1 2 3） ， 

音 色 清 脆 圆 润 ， 是 竹 笛 最 有 光 彩 、 表 现 力 较 强 的 音 区 。 高 音 区 （ 4 5 6 7 1） ， 音 色 尖 锐 ， 7 1

一 般 只 作 为 经 过 音 ， 很 少 使 用 。 

梆 笛 （ 也 称 短 笛 ） 

它 因 伴 奏 河 北 梆 子 而 得 名 。 梆 笛 管 径 细 ， 管 身 短 ， 发 音 清 脆 嘹 亮 ， 比 曲 笛 音 域 高 一 个 纯 四 

度 。 梆 笛 多 流 行 于 北 方 ， 大 多 用 于 河 北 梆 子 戏 曲 伴 奏 乐 队 配 器 。 

.... ...

G调 梆 笛 音 域 ： 笛 筒 音 为 D， 三 孔 为 G。 

G 调 梆 笛 

F 调 梆 笛 

云 南 省 景 颇 族 吹 奏 用 的 竹 笛 ， 是 用 江 苇 竹 材 料 做 的 ， 有 一 个 吹 孔 ， 六 个 按 音 孔 ， 没 有 贴 膜 

孔 。 演 奏 时 在 象 脚 鼓 、 铓 锣 、 军 鼓 伴 奏 下 ， 表 演 的 文 崩 音 乐 别 具 特 色 。 

新 疆 维 族 吹 奏 用 的 竹 笛 ， 虽 设 有 膜 孔 ， 但 不 贴 苇 膜 而 贴 薄 纸 ， 吹 出 的 音 色 甜 美 刚 劲 。 

伴 奏 内 蒙 古 二 人 台 戏 曲 用 的 竹 笛 ， 第 六 孔 4音 比 十 二 平 均 律 的 4音 略 高 ， 第 五 孔 3音 与 

第 二 孔 7音 比 十 二 平 均 律 的 3、 7音 略 低 。 这 是 根 据 二 人 台 戏 曲 音 乐 转 调 演 奏 的 需 要 而 设 

定 的 。 

近 几 年 来 ， 又 制 造 了 特 大 bB、 A、 G、 F各 调 的 倍 低 音 竹 笛 ， 其 中 杨 声 、 胡 结 实 根 据 四 川 乐 山 

大 佛 石 洞 壁 画 古 人 吹 奏 的 笛 子 成 弓 箭 形 ， 研 制 成 低 音 笛 ， 称 “ 弓 笛 ” 。 管 径 粗 ， 管 身 长 ， 音 色 低 沉 

厚 实 ， 有 一 吹 孔 ， 六 个 出 音 孔 ， 笛 上 端 制 成 龙 头 ， 下 端 制 成 凤 尾 ， 象 征 龙 凤 呈 祥 、 吉 祥 如 意 。 笛 身 

用 红 木 烤 制 成 弓 形 ， 便 于 演 奏 。 冯 海 成 技 师 制 作 的 弓 笛 ， 采 用 紫 竹 材 料 ， 增 设 了 膜 孔 ， 它 既 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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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竹 笛 的 质 量 和 选 择 

四 、 竹 笛 的 保 护 和 修 理 

洞 箫 圆 润 、 厚 实 的 音 色 ， 又 有 竹 笛 响 亮 的 优 点 ， 颇 有 韵 味 。 此 外 ， 技 师 们 还 制 作 出 了 十 二 平 均 律 

的 加 键 竹 笛 。 

竹 笛 的 种 类 很 多 ， 但 一 般 常 用 的 多 是 曲 笛 和 梆 笛 。 

竹 笛 是 用 竹 管 为 材 料 制 作 的 。 竹 笛 的 音 色 、 音 准 是 与 竹 材 的 好 坏 、 制 作 工 艺 水 平 高 低 分 不 

开 的 。 选 择 竹 笛 时 ， 要 选 择 竹 质 坚 实 ， 竹 纹 细 密 ， 竹 管 内 径 浑 圆 （ 如 竹 管 内 径 不 圆 会 造 成 高 低 音 

不 准 ） ， 笛 管 壁 平 整 光 滑 ， 厚 薄 适 中 （ 管 壁 过 厚 发 音 迟 钝 ， 管 壁 太 薄 音 色 缺 少 厚 度 ） 的 竹 笛 为 宜 。 

根 据 实 践 经 验 ， 曲 笛 管 壁 厚 度 以 3.5mm ～ 4mm 为 宜 ， 高 音 梆 笛 管 壁 厚 度 以 2mm ～ 2.5mm 为 

宜 。 膜 孔 位 置 开 得 恰 当 与 否 ， 对 笛 子 音 色 好 坏 也 有 关 系 。 如 膜 孔 过 分 靠 近 吹 孔 ， 笛 子 发 音 会 飘 而 

窄 ， 如 膜 孔 过 分 靠 近 第 六 音 孔 ， 笛 子 音 色 会 闷 而 暗 ， 膜 孔 开 在 吹 孔 与 第 六 音 孔 中 间 稍 下 的 位 置 为 宜 。 

选 择 竹 笛 首 先 要 注 意 查 看 第 一 音 孔 到 第 六 音 孔 距 离 和 第 六 音 孔 到 吹 孔 之 间 距 离 是 否 大 致 

相 同 。 其 次 ， 从 筒 音 5开 始 往 上 按 顺 序 吹 奏 音 阶 ， 检 查 音 准 ， 再 吹 奏 八 度 和 五 度 音 是 否 准 ， 全 按 

笛 筒 音 泛 音 2与 笛 第 四 音 孔 2音 是 否 准 确 。 如 果 拿 到 上 述 这 样 的 竹 笛 ， 试 吹 能 气 到 音 出 ， 音 

色 柔 美 ， 音 质 纯 正 ， 强 弱 力 度 变 化 控 制 自 如 ， 就 算 是 上 乘 优 质 竹 笛 了 。 

..

由 于 参 加 民 族 乐 队 演 奏 的 需 要 ， 选 择 竹 笛 时 要 用 标 准 音 A音 （ 440次 ／ 秒 ） 检 查 竹 笛 的 A

音 是 否 准 确 ， 然 后 以 A音 为 标 准 再 去 检 查 其 他 的 音 准 。 天 气 的 冷 热 变 化 对 竹 笛 音 高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 天 冷 竹 笛 音 准 会 降 低 些 ， 天 热 竹 笛 音 准 会 升 高 些 。 为 了 适 应 气 候 的 变 化 ， 可 以 选 择 带 有 调 

节 音 高 装 置 的 竹 笛 。 

选 择 竹 笛 时 还 要 根 据 各 自 演 奏 的 需 要 来 考 虑 。 笛 子 专 业 演 奏 者 对 竹 笛 的 工 艺 质 量 要 求 比 

较 高 。 目 前 ， 上 海 民 族 乐 器 一 厂 常 敦 明 、 王 益 亮 两 位 技 师 制 作 的 刻 诗 高 级 工 艺 竹 笛 ， 经 专 家 监 

制 、 仪 器 测 试 ， 质 量 较 好 。 一 般 竹 笛 爱 好 者 ， 可 以 挑 选 白 竹 、 紫 竹 或 红 竹 普 及 型 竹 笛 。 学 龄 前 儿 童 

由 于 年 幼 手 小 气 力 弱 ， 刚 学 吹 奏 时 ， 可 以 先 选 择 儿 童 竖 笛 ， 这 种 竖 笛 容 易 掌 握 ， 也 便 于 引 起 儿 童 

学 习 吹 笛 兴 趣 ， 为 学 竹 笛 打 下 基 础 。 小 学 生 初 学 吹 笛 时 ， 以 选 择 管 径 细 、 笛 身 短 的 梆 笛 为 宜 ， 这 

种 笛 ， 孔 距 近 ， 省 气 力 ， 便 于 初 学 者 吹 奏 。 

一 般 情 况 下 ， 除 合 奏 、 伴 奏 用 曲 笛 以 外 ， 北 方 竹 笛 演 奏 者 在 独 奏 中 多 用 E、 F、 G、 A等 调 的 

梆 笛 ， 南 方 竹 笛 演 奏 者 则 以 用 C、 D调 曲 笛 为 多 。 总 之 ， 为 了 得 到 一 支 理 想 的 竹 笛 ， 要 进 行 认 真 

仔 细 地 试 吹 挑 选 ， 同 时 还 应 学 会 一 些 修 理 与 保 护 竹 笛 的 方 法 。 

怎 样 保 护 竹 笛 ， 是 竹 笛 爱 好 者 需 要 经 常 注 意 的 问 题 。 竹 笛 是 用 竹 管 做 的 ， 气 温 冷 热 变 化 对 

竹 笛 音 准 、 音 色 影 响 较 大 ， 甚 至 会 使 竹 管 破 裂 不 能 吹 奏 。 为 此 对 竹 笛 应 采 取 一 些 必 要 的 保 护 措 

施 和 适 时 进 行 修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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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笛 膜 的 采 集 和 粘 贴 

（ 一 ） 保 护 竹 笛 的 措 施 和 要 求 

1． 挑 选 好 竹 笛 后 ， 如 果 管 体 未 缠 线 或 缠 线 较 松 ， 可 以 用 力 缠 紧 （ 大 多 用 尼 龙 丝 线 ） ， 防 止 开 裂 。 

2． 新 买 的 竹 笛 ， 可 将 管 体 放 入 温 度 较 高 的 蜡 液 中 浸 泡 数 日 ， 使 蜡 液 渗 透 管 体 ， 然 后 擦 光 管 

壁 ， 再 涂 刷 一 层 硝 基 清 漆 。 这 样 既 可 防 止 管 壁 渗 水 引 起 干 裂 ， 又 可 提 高 竹 笛 发 音 灵 敏 度 ， 并 且 还 

可 使 竹 笛 音 色 更 加 清 脆 嘹 亮 。 

3． 如 果 笛 管 出 现 了 裂 缝 ， 可 以 用 鳔 胶 或 502胶 水 ， 在 竹 笛 裂 缝 处 灌 满 粘 牢 ， 这 样 可 以 防 止 

漏 气 。 用 中 国 大 漆 或 硝 基 清 漆 涂 抹 在 竹 管 上 ， 效 果 也 较 好 。 

4． 民 间 还 有 在 竹 笛 内 放 进 “ 水 塞 ” 的 办 法 ， 防 止 笛 子 干 裂 。 “ 水 塞 ” 是 用 一 段 麻 绳 缠 上 布 条 缝 

好 ， 做 成 比 笛 管 略 细 的 长 棒 ， 在 盐 水 中 浸 透 后 放 入 笛 管 内 ， 使 笛 管 内 保 持 一 定 的 湿 度 ， 预 防 竹 笛 

因 过 于 干 燥 而 破 裂 。 

5． 取 用 竹 笛 时 要 轻 拿 轻 放 ， 切 忌 将 竹 笛 摔 碰 。 不 用 时 最 好 放 入 笛 盒 内 ， 将 膜 孔 朝 上 ， 避 免 阳 

光 曝 晒 和 风 吹 雨 淋 。 不 要 把 竹 笛 放 在 温 度 过 高 或 过 低 的 地 方 ， 练 习 时 最 好 在 温 度 适 中 的 地 方 。 

在 北 方 冬 、 春 雨 季 ， 冷 空 气 使 竹 管 骤 然 收 缩 ， 管 体 容 易 破 裂 ， 因 此 对 竹 笛 应 特 别 爱 护 。 

（ 二 ） 竹 笛 常 见 故 障 及 修 理 方 法 

竹 笛 音 的 高 低 是 由 管 径 的 粗 细 、 管 身 的 长 短 、 音 孔 的 大 小 及 音 孔 距 离 的 远 近 等 因 素 所 决 定 

的 。 它 对 竹 笛 的 音 色 、 音 准 都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下 面 介 绍 几 种 维 修 竹 笛 的 方 法 ： 

1． 如 竹 笛 音 准 偏 低 ， 可 用 小 刀 将 出 音 孔 内 上 方 挖 去 一 点 ， 音 孔 稍 大 ， 音 准 便 随 之 相 应 升 

高 。 也 可 将 吹 孔 向 出 音 孔 方 向 略 挖 去 一 点 。 如 果 音 偏 高 了 ， 则 可 用 蜡 将 出 音 孔 内 上 方 粘 上 一 点 

或 用 胶 布 贴 上 一 点 。 如 果 个 别 音 发 闷 ， 音 色 不 好 ， 可 将 出 音 孔 内 下 方 挖 去 一 些 。 

2． 竹 笛 发 音 迟 钝 ， 应 检 查 笛 塞 （ 笛 脑 ） 是 否 堵 严 了 ， 如 漏 气 就 会 影 响 发 音 纯 正 ， 笛 塞 一 定 要 

堵 紧 。 笛 塞 安 放 的 位 置 也 应 恰 当 ， 笛 塞 一 般 应 以 固 定 在 距 吹 孔 边 缘 1.5mm～ 2mm处 为 宜 ， 如 

笛 塞 位 置 不 恰 当 ， 将 影 响 音 色 和 音 准 ， 故 需 要 及 时 予 以 调 整 。 笛 塞 一 般 用 较 硬 的 软 木 ， 用 力 塞 进 

管 内 的 合 适 位 置 。 

3． 在 竹 笛 演 奏 过 程 中 ， 有 时 笛 膜 上 水 ， 影 响 演 奏 。 预 防 的 办 法 是 用 乳 胶 或 蜡 贴 在 膜 孔 内 上 

方 ， 筑 成 一 个 半 圆 形 防 水 线 。 有 的 用 一 块 长 方 半 圆 形 （ 类 似 瓦 片 ） 的 竹 片 ， 中 间 开 个 膜 孔 贴 在 原 

膜 孔 上 ， 使 膜 孔 增 高 可 以 减 少 笛 膜 上 水 。 吹 奏 时 用 力 不 宜 过 猛 ， 过 猛 笛 膜 容 易 上 水 ， 也 会 使 音 准 

偏 高 ； 但 气 力 不 足 又 会 使 音 偏 低 ， 故 用 气 要 均 匀 。 

竹 笛 的 音 色 、 音 准 如 存 在 问 题 ， 除 竹 笛 制 作 方 面 有 缺 点 ， 需 要 对 乐 器 进 行 必 要 的 修 理 外 ， 最 

主 要 的 是 平 时 严 格 训 练 ， 增 加 音 准 概 念 ， 切 实 解 决 好 吹 奏 上 的 音 准 问 题 。 

竹 笛 音 色 的 好 坏 ， 出 音 是 否 灵 敏 ， 与 苇 膜 的 质 量 和 贴 膜 的 方 法 有 关 ， 对 此 应 予 以 重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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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竹 笛 演 奏 姿 势 和 要 领 

（ 一 ） 笛 膜 的 质 量 要 求 

由 于 演 奏 上 的 需 要 ， 要 求 从 芦 苇 中 采 集 的 笛 膜 应 薄 、 嫩 、 透 明 ， 并 具 有 一 定 的 拉 力 。 为 此 ， 就 

要 求 从 一 定 季 节 生 长 的 芦 苇 中 采 集 。 根 据 实 践 经 验 ， 北 方 一 般 在 农 历 端 午 节 或 小 满 前 后 采 膜 为 

宜 。 民 间 俗 话 说 ： “ 早 打 （ 采 ） 根 ， 晚 打 梢 ， 小 满 打 中 腰 ” 。 就 是 说 ， 如 果 采 膜 时 间 过 早 ， 芦 苇 尚 未 长 

高 ， 只 能 从 芦 苇 下 段 采 集 ； 如 果 采 膜 过 晚 了 ， 则 只 能 从 苇 梢 部 采 集 ； 按 季 节 从 较 嫩 较 高 的 芦 苇 中 

段 （ 腰 ） 采 膜 最 好 。 南 方 天 气 暖 和 ， 芦 苇 生 长 快 ， 采 膜 时 间 可 以 早 一 些 。 总 之 ， 以 能 采 到 薄 、 嫩 、 透 

明 的 苇 膜 为 原 则 ， 时 间 则 应 灵 活 掌 握 。 

（ 二 ） 采 笛 膜 的 技 巧 

选 择 绿 色 较 高 、 嫩 的 芦 苇 ， 去 掉 根 部 ， 从 芦 苇 上 部 像 削 铅 笔 那 样 斜 着 削 去 苇 皮 ， 留 有 3cm～ 

4cm长 ， 苇 膜 露 出 ， 捻 成 小 卷 用 毛 衣 针 似 的 竹 棒 ， 顶 着 捻 好 的 膜 往 另 一 端 出 ， 使 膜 成 为 圆 筒 状 ， 

取 出 后 ， 将 膜 上 的 白 色 杂 质 去 掉 ， 晾 干 压 平 ， 用 宣 纸 包 好 ， 切 忌 粘 上 油 污 ， 以 免 影 响 笛 膜 质 量 。 笛 

膜 过 宽 过 厚 、 颜 色 发 黄 的 出 音 闷 ， 笛 膜 过 窄 过 嫩 的 发 音 沙 ， 都 不 宜 采 用 。 现 在 ， 商 店 出 售 的 牡 丹 

牌 笛 膜 ， 是 从 安 徽 省 滁 县 、 凤 阳 一 带 采 集 的 ， 质 量 较 好 。 江 苏 省 无 锡 、 浙 江 省 和 四 川 产 的 笛 膜 质 

量 也 尚 好 ， 如 百 花 牌 笛 膜 为 笛 子 演 奏 者 常 用 。 

（ 三 ） 贴 笛 膜 的 方 法 

将 选 好 的 优 质 笛 膜 剪 成 长 方 形 小 块 ， 捻 成 一 个 小 团 ， 然 后 轻 轻 地 展 开 ， 放 在 膝 盖 上 做 成 七 八 个 

细 小 的 皱 纹 （ 皱 纹 要 均 匀 平 整 ， 不 能 有 纹 压 纹 的 现 象 ） ， 用 白 芨 或 阿 胶 （ 中 药 ） ， 也 可 用 桃 胶 ， 沾 水 擦 

在 膜 孔 周 围 ， 将 膜 横 着 贴 在 膜 孔 上 ， 待 胶 干 后 再 试 吹 。 开 始 用 气 徐 缓 地 从 低 音 向 高 音 顺 序 吹 奏 ， 然 

后 再 按 演 奏 时 力 度 变 化 需 要 吹 奏 ， 检 查 各 音 能 否 吹 出 ， 笛 膜 的 承 受 能 力 如 何 。 如 果 笛 膜 贴 得 过 松 ， 

往 往 出 现 沙 声 影 响 演 奏 ； 如 果 笛 膜 贴 得 过 紧 ， 笛 音 会 发 干 发 直 ， 缺 少 圆 润 优 美 的 音 色 。 遇 到 这 种 情 

况 ， 可 以 沾 上 水 用 手 在 笛 膜 孔 旁 边 作 适 当 调 整 。 正 式 吹 奏 前 要 尽 量 多 试 吹 一 段 时 间 ， 使 笛 膜 适 应 演 

奏 的 需 要 。 笛 膜 的 松 紧 容 易 受 气 候 影 响 ， 气 温 低 时 ， 笛 膜 要 贴 紧 一 些 ， 气 温 高 时 ， 笛 膜 可 以 稍 松 一 

些 。 笛 子 存 放 后 ， 笛 膜 会 变 松 ， 使 用 时 要 试 吹 调 整 。 笛 膜 贴 好 后 ， 要 注 意 防 水 、 防 油 渍 污 染 ， 也 要 防 止 

碰 破 。 

竹 笛 演 奏 时 掌 握 正 确 的 姿 势 至 关 重 要 。 目 的 是 尽 可 能 使 发 音 不 费 力 ， 让 身 体 各 部 位 有 利 于 

笛 子 演 奏 。 竹 笛 演 奏 有 两 种 姿 势 ， 即 站 姿 与 坐 姿 。 独 奏 时 多 用 站 姿 ， 合 奏 、 伴 奏 时 多 用 坐 姿 。 

站 立 吹 奏 时 ， 两 腿 承 重 应 均 衡 并 自 然 分 开 ， 也 可 以 一 脚 略 向 前 ， 身 体 伸 直 ， 肩 、 腹 放 松 ， 头 部 

自 然 端 正 ， 与 笛 管 垂 直 ， 肘 部 自 然 下 垂 ， 笛 尾 部 稍 倾 向 前 下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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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竹 笛 的 发 音 原 理 和 风 门 控 制 

笛 子 演 奏 姿 势 

坐 着 吹 奏 时 ， 上 身 与 站 立 吹 奏 相 同 ， 两 腿 自 然 分 开 ， 不 要 跷 二 郎 腿 ， 不 要 弯 腰 、 驼 背 、 低 头 、 

歪 脖 ， 以 免 影 响 气 流 通 畅 。 

拿 到 一 支 竹 笛 时 ， 先 用 左 手 中 指 、 食 指 和 第 四 指 指 肚 中 部 按 严 竹 笛 上 端 第 六 、 五 、 四 音 孔 ， 

拇 指 托 住 笛 管 下 方 ， 先 练 习 左 手 持 笛 姿 势 。 然 后 用 右 手 同 样 的 手 指 指 肚 中 部 按 严 第 三 、 二 、 一 音 

孔 ， 右 手 拇 指 托 住 笛 管 下 方 ， 小 手 指 按 在 笛 管 下 端 右 上 方 。 要 求 手 指 放 松 ， 手 指 不 宜 抬 得 过 高 ， 

按 孔 时 手 指 要 用 力 把 音 孔 按 严 ， 否 则 影 响 出 音 。 手 指 动 作 要 灵 活 ， 达 到 运 指 最 大 限 度 的 自 如 ， 避 

免 手 指 僵 硬 。 演 奏 过 程 中 ， 运 用 上 把 位 指 法 时 ， 下 把 位 拇 指 与 食 指 、 第 五 指 要 按 牢 笛 管 。 运 用 下 

把 位 指 法 时 ， 上 把 位 拇 指 、 食 指 与 第 五 指 要 按 牢 笛 管 。 吹 奏 时 手 指 动 作 要 提 前 做 好 准 备 。 初 练 时 

可 对 照 镜 子 检 查 吹 奏 姿 势 ， 发 现 问 题 及 时 纠 正 、 调 整 。 

掌 握 好 正 确 的 吹 奏 姿 势 必 须 持 之 以 恒 ， 长 期 进 行 练 习 。 掌 握 了 上 述 要 求 ， 就 可 以 进 行 吹 奏 

练 习 了 。 下 图 为 吹 笛 姿 势 示 范 。 

竹 笛 发 音 原 理 ， 是 用 嘴 将 气 吹 进 吹 孔 ， 使 笛 管 内 径 震 动 形 成 音 柱 而 发 出 声 音 ， 即 边 棱 气 震 

发 音 法 ， 所 以 称 为 “ 吹 孔 气 鸣 乐 器 ” 。 

练 习 时 两 手 持 笛 平 举 ， 把 笛 吹 孔 放 在 下 嘴 唇 中 间 凹 进 处 ， 上 嘴 唇 稍 向 前 把 吹 孔 盖 住 1/4， 向 

吹 孔 发 出 “ 吐 吐 ” 音 ， 气 流 随 之 徐 缓 吹 进 吹 孔 ， 上 下 嘴 唇 中 间 凹 进 去 往 外 吹 出 气 的 地 方 称 “ 风 

门 ” ， 往 吹 孔 进 气 多 少 由 此 处 控 制 。 吹 奏 时 “ 风 门 ” 不 可 过 宽 、 过 大 ， 要 与 吹 孔 大 小 相 适 应 。 “ 风 门 ” 

过 大 容 易 浪 费 气 和 出 杂 音 。 “ 风 门 ” 过 小 又 会 影 响 笛 子 的 音 量 。 吹 奏 时 嘴 唇 肌 肉 往 两 腮 绷 紧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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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竹 笛 吹 奏 的 用 气 方 法 和 初 步 练 习 

（ 一 ） 用 气 是 吹 奏 竹 笛 的 基 础 

一 般 吹 低 音 时 ， 嘴 唇 肌 肉 要 放 松 些 ， 使 笛 子 音 色 饱 满 厚 实 。 吹 中 音 、 高 音 时 ， 嘴 唇 肌 肉 要 稍 收 紧 

些 ， 气 流 要 集 中 有 力 ， 中 高 音 才 能 吹 出 。 如 全 闭 音 孔 ， 筒 音 为 5， 用 “ 风 门 ” 气 的 大 小 控 制 可 吹 出 低 

音 5、 中 音  5 和 高 音  5 及 泛 音  2 。 同 样  6 7 1 2 3 和  6 7 1 2 3 在 按 指 方 法 上 是 完 全 一 样 

的 ， 它 们 的 高 低 音 就 是 依 靠 “ 风 门 ” 大 小 和 气 流 力 度 控 制 吹 出 的 。 可 以 持 笛 练 习 （ 以 笛 筒 音 作 5） ： 

用 气 方 法 不 当 ， 不 但 影 响 竹 笛 吹 奏 ， 而 且 不 利 于 身 体 健 康 。 所 以 要 吹 好 竹 笛 必 须 掌 握 正 确 

的 用 气 方 法 。 

吸 气 时 ， 双 肩 不 能 往 上 提 ， 肌 肉 要 放 松 ， 胸 腔 、 腹 部 自 然 向 外 向 下 扩 张 ， 使 气 流 下 沉 到 横 隔 膜 （ 又 

称 丹 田 ） ， 这 样 可 以 吸 入 较 多 的 气 量 。 但 也 不 要 吸 得 过 多 ， 过 多 就 会 肌 肉 紧 张 僵 硬 ， 以 致 无 法 控 制 。 

吹 气 时 要 慢 、 均 匀 而 有 节 制 ， 不 要 把 吸 进 的 气 一 下 都 吹 出 去 ， 要 根 据 吹 奏 的 需 要 由 横 隔 膜 来 控 制 。 

用 气 的 大 小 根 据 音 乐 的 强 弱 、 高 低 而 定 ， 奏 强 音 或 高 音 时 ， 气 要 集 中 ， 要 加 强 口 劲 ， 收 缩 小 

腹 ， 有 控 制 地 将 气 吹 出 来 。 奏 弱 音 或 低 音 时 ， 要 节 省 用 气 ， 吸 气 要 快 ， 吹 气 要 慢 ， 从 容 不 迫 地 进 行 

演 奏 ， 方 能 达 到 较 好 的 效 果 。 可 以 多 练 习 一 些 长 音 阶 和 速 度 比 较 慢 的 乐 曲 ， 以 便 锻 炼 气 的 运 用 。 

吹 奏 时 还 要 配 合 一 定 的 气 颤 音 ， 否 则 吹 出 的 音 色 发 干 不 好 听 。 气 颤 音 幅 度 大 小 要 根 据 乐 曲 的 

需 要 而 定 ， 一 般 不 宜 过 大 ， 以 适 中 为 好 。 气 颤 音 的 效 果 就 像 二 胡 演 奏 上 的 揉 弦 。 指 颤 音 是 气 颤 音 的 

一 种 辅 助 方 法 ， 是 用 手 指 在 发 音 孔 上 快 速 均 匀 地 起 动 ， 或 者 在 主 音 孔 下 方 音 孔 上 均 匀 快 速 上 下 起 

动 ， 使 笛 子 音 色 圆 润 悦 耳 ， 表 现 力 更 加 丰 富 。 吹 奏 快 速 乐 曲 时 ， 除 按 乐 句 换 气 外 ， 还 要 学 会 偷 换 气 的 

方 法 （ 即 不 是 明 显 的 换 气 ） 。 另 外 ， 在 遇 到 特 长 乐 句 或 特 长 音 时 ， 可 采 用 循 环 换 气 法 来 演 奏 ， 即 用 嘴 往 

笛 孔 吹 气 时 ， 同 时 用 鼻 子 吸 气 ， 利 用 口 腔 内 的 存 气 压 入 吹 孔 ， 使 乐 曲 连 续 不 停 地 吹 奏 。 练 习 的 方 法 是 

用 一 根 细 竹 管 插 入 水 中 ， 边 吹 边 吸 气 ， 使 水 中 气 泡 连 续 不 止 ， 熟 练 掌 握 后 再 在 笛 子 上 进 行 练 习 。 

“ 风 门 ” 要 对 准 吹 孔 ， 使 气 集 中 灌 进 吹 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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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笛 筒 音 为 5， 第 三 孔 作 1， 长 音 练 习 曲 。 吹 奏 时 要 吸 气 深 、 出 气 匀 ， 注 意 音 准 ， 音 色 要 圆 

润 厚 实 。 

（ 二 ） 竹 笛 用 气 初 步 练 习 曲 （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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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歌 曲 

四 　 季 　 歌 

新 疆 民 歌 

青 春 舞 曲 



音 阶 练 习 前 ， 做 好 吸 气 准 备 ， 吹 奏 时 徐 缓 用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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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面 练 习 曲 ， 要 注 意 连 线 ， 渐 强 ＜ ， 渐 弱 ＞ ， 换 气 要 快 （ 换 气 符 号 ＠ ） ， 演 奏 时 手 指 要 灵 活 均 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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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曲 ） 

关 　 山 　 月 

下 面 ， 选 择 几 首 古 典 乐 曲 、 昆 曲 、 沪 剧 曲 牌 等 练 习 曲 ， 吹 奏 时 要 求 气 息 饱 满 ， 音 色 圆 润 厚 实 。 

（ 三 ） 竹 笛 古 曲 、 戏 曲 曲 牌 用 气 练 习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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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武 牧 羊 》 内 容 取 自 汉 武 帝 时 苏 武 出 使 匈 奴 的 故 事 。 歌 颂 苏 武 “ 留 胡 节 不 辱 ” 的 崇 高 气 

节 。 音 乐 运 用 调 式 转 换 ， 既 有 变 化 而 又 统 一 。 曲 调 流 畅 ， 具 有 淳 朴 的 民 歌 风 格 。 

苏 武 牧 羊 

《 关 山 月 》 是 汉 乐 府 《 横 角 横 吹 曲 》 之 一 ， 乐 府 解 题 为 “ 《 关 山 月 》 伤 离 别 也 。 ” 近 人 将 唐 代 诗 人 李 

白 同 名 诗 作 《 关 山 月 》 配 上 此 曲 ， 广 为 传 唱 演 奏 。 乐 曲 速 度 徐 缓 ， 内 涵 深 邃 ， 抑 扬 顿 挫 ， 层 次 鲜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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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别 

汤 尼 曲 

小 城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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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古 　 曲 

小 　 良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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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古 　 曲 

石 　 榴 　 花 

《 小 良 舟 》 是 一 首 古 老 乐 曲 ， 旋 律 优 美 ， 第 一 遍 速 度 徐 缓 ， 反 复 第 二 遍 转 快 ， 结 尾 渐 慢 渐 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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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榴 花 》 是 一 首 古 朴 典 雅 风 格 的 乐 曲 。 练 习 时 颤 音 （ tr） 手 指 要 用 力 ， 用 气 徐 缓 平 稳 ， 要 注 

意 乐 曲 轻 重 强 弱 的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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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昆 　 曲 

甘 　 草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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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曲 ） 

扫 　 落 　 花 

《 甘 草 子 》 是 一 首 昆 曲 曲 牌 。 昆 曲 伴 奏 音 乐 中 ， 很 注 重 竹 笛 的 音 色 ， 要 求 圆 润 纯 正 ， 乐 曲 处 理 

得 有 强 有 弱 ， 层 次 鲜 明 ， 韵 味 很 浓 ， 具 有 魅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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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剧 曲 牌 

紫 　 竹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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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音 乐 

旱 　 天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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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音 乐 

娱 乐 升 平 

乐 曲 表 现 了 人 们 久 旱 逢 甘 霖 时 的 喜 悦 情 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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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此 曲 时 ， 要 特 别 注 意 4、 7两 个 音 的 准 确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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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曲 



吐 音 技 巧 的 掌 握 ， 是 丰 富 笛 子 表 现 力 的 重 要 手 段 。 吐 音 分 单 吐 、 双 吐 和 三 吐 三 种 。 

1． 单 吐 音 。 用 舌 尖 放 在 发 “ 吐 ” 音 的 位 置 上 ， 连 续 运 动 所 产 生 的 效 果 ， 即 为 单 吐 音 。 可 作 下 面 练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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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吐 音 技 巧 

九 、 竹 笛 吹 奏 的 吐 音 技 巧 和 初 步 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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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 吐 音 。 将 舌 尖 快 速 向 前 发 出 “ 吐 ” 音 ， 再 用 舌 根 和 气 息 用 力 发 出 “ 库 ” 音 ， 舌 尖 与 舌 根 一 

前 一 后 快 速 均 匀 连 续 演 奏 ， 即 可 达 到 “ 吐 库 ” 双 吐 音 吹 奏 效 果 （ 可 用 TK作 为 双 吐 音 的 符 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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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 吐 音 。 在 单 吐 音 、 双 吐 音 基 础 上 练 三 吐 音 ， 在 一 拍 三 个 音 中 ， 前 两 个 音 符 用 “ TT” ， 第 

三 个 音 符 用 “ K” ， 合 在 一 起 即 “ TTK” 。 



· 39 · 



（ 二 ） 竹 笛 主 音 的 装 饰 音 练 习 

竹 笛 演 奏 时 ， 为 乐 曲 更 加 优 美 动 听 ， 往 往 需 要 对 主 音 加 上 一 些 装 饰 音 ， 诸 如 倚 音 、 指 颤 音 、 

滑 音 、 剁 音 、 琶 音 和 气 冲 音 等 。 现 将 装 饰 音 的 特 点 和 练 习 方 法 介 绍 如 下 。 

1． 倚 音 。 竹 笛 演 奏 中 ， 为 了 增 加 乐 曲 的 色 彩 ， 丰 富 乐 曲 的 表 现 力 ， 在 主 要 音 之 前 ， 加 一 个 或 

数 个 装 饰 性 的 小 音 符 ， 就 叫 作 倚 音 。 倚 音 又 分 单 倚 音 和 复 倚 音 。 

① 单 倚 音 。 在 主 要 音 之 前 ， 加 一 个 小 音 符 的 叫 单 倚 音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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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滑 音 。 从 一 个 音 迅 速 滑 至 另 一 个 音 称 滑 音 。 滑 音 分 两 种 ： 由 高 音 滑 至 低 音 时 用 符 号 “  ” 

表 示 ， 由 低 音 滑 至 高 音 时 用 “  ” 表 示 。 滑 音 是 气 与 手 指 同 时 配 合 运 用 的 吹 奏 技 术 。 吹 上 滑 音 

时 ， 气 由 弱 而 强 ； 吹 下 滑 音 时 ， 气 由 强 而 弱 。 巧 妙 运 用 滑 音 装 饰 ， 会 使 乐 曲 更 加 抒 情 柔 美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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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不 能 奏 成 指 快 速 连 续 颤 动 奏 出 ， 实 际 效 果 是 “ 5

三 度 指 颤 音 指 法 是 蒙 古 族 笛 子 演 奏 经 常 见 到 的 。 如 5 的 颤 音 须 用 5 上 方 7 音 手 

宜 抬 得 过 高 ， 以 免 影 响 手 指 快 速 均 匀 的 颤 动 。 练 习 的 方 法 是 使 每 个 手 指 能 在 笛 孔 上 快 速 均 匀 地 

打 八 拍 以 上 的 颤 音 。 如 ： 

。 演 奏 颤 音 时 手 指 不 

出 来 的 为 指 颤 音 。 颤 音 符 号 是 在 音 符 上 标 写 “ tr” ， 如 实 际 奏 法 是 

演 奏 倚 音 时 ， 手 指 要 松 弛 灵 敏 ， 奏 出 的 倚 音 要 婉 转 、 短 促 、 华 丽 。 

2． 指 颤 音 。 由 主 要 音 和 它 的 上 方 音 组 成 ， 是 通 过 手 指 一 抬 一 按 连 续 快 速 均 匀 的 动 作 演 奏 

② 复 倚 音 。 在 主 要 音 之 前 ， 加 两 个 或 三 个 小 音 符 的 叫 复 倚 音 。 如 ： 



8． 泛 音 。 是 运 用 超 吹 技 术 产 生 的 音 。 如 用 一 支 D调 曲 笛 吹 奏 时 ， 将 “ 风 门 ” 缩 小 ， 口 劲 集 中 

（ 吹 的 力 量 不 可 过 猛 ） ， 用 轻 轻 、 均 称 的 气 息 ， 在 筒 音 5中 ， 可 以 吹 出 上 五 度 泛 音 2和 高 八 度 

泛 音 5。 平 吹 时 的 6音 孔 中 ， 可 以 吹 出 泛 音 3。 同 时 放 开 2、 6二 孔 ， 又 可 吹 出 泛 音 6。 

泛 音 的 符 号 是 在 主 音 的 上 边 画 一 个 小 圆 圈 ， 如 下 面 的 古 曲 《 梅 花 三 弄 》 。 D＝ 1筒 音 作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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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 7． 打 音 。 用 一 个 手 指 在 原 音 处 打 音 孔 。 打 音 符 号 “ 

方 法 是 在 吹 奏 第 六 孔 1时 ， 手 指 在 音 孔 上 左 右 快 速 挪 动 奏 出 。 符 号 为 tr后 面 写 上 飞 字 。 

6． 花 舌 音 。 在 正 常 吹 奏 时 加 上 舌 头 打 嘟 噜 ， 即 可 产 生 花 舌 音 。 符 号 是 音 符 上 写 上 “ *” ， 如 

剁 音 演 奏 技 巧 为 二 人 台 音 乐 中 常 用 ， 情 绪 激 越 ， 别 具 特 色 。 

5． 飞 指 颤 音 。 演 奏 内 蒙 二 人 台 音 乐 中 常 用 的 一 种 技 巧 。 如 《 五 梆 子 》 乐 曲 中 

个 音 孔 全 放 开 ， 用 力 吹 ， 从 第 六 音 孔 高 音 同 时 急 速 往 下 闭 住 全 部 音 孔 ， 或 闭 至 第 二 出 音 孔 。 如 

4． 剁 音 。 这 种 音 强 而 有 力 ， 冯 子 存 说 像 剁 菜 似 的 ， 故 称 剁 音 。 符 号 为 “ ” 。 演 奏 方 法 是 六 



十 、 竹 笛 吹 奏 指 法 和 初 步 练 习 

即 气 冲 音 ， 气 冲 音 表 现 悲 切 情 绪 的 乐 曲 很 有 效 果 。 

9． 琶 音 。 琶 音 是 按 照 音 的 顺 序 ， 由 低 往 上 迅 速 地 奏 出 的 音 型 。 如 ： 笛 筒 音 为 5， 

的 

琶 音 技 巧 的 恰 当 运 用 ， 能 够 很 好 地 增 加 乐 曲 气 势 和 情 绪 。 琶 音 在 演 奏 时 多 半 算 在 音 值 之 内 ， 演 

奏 时 手 指 要 均 匀 快 速 。 

10． 气 冲 音 。 用 腹 部 控 制 住 气 ， 使 气 断 续 地 吹 出 发 的 音 ， 叫 气 冲 音 。 如 《 农 民 翻 身 》 中 第 一 段 

竹 笛 演 奏 ， 通 常 以 第 三 音 孔 为 1， 全 闭 筒 音 为 5， 从 低 音 5按 顺 序 放 开 第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音 孔 ， 可 吹 出  5 6 7 1 2 3 六 个 音 ， 高 八 度  6 7 1 2 3 也 是 用 同 样 的 指 法 ， 用 较 大 的 气 力 

吹 出 的 。 吹 4音 时 ， 第 六 和 第 二 、 三 音 孔 同 时 开 ， 关 闭 第 一 和 第 四 、 五 音 孔 。 吹 升 4音 时 ， 开 第 

四 、 五 、 六 音 孔 ， 关 第 一 、 二 、 三 音 孔 ， 稍 用 些 气 力 才 能 达 到 升 4音 高 。 高 音 4， 开 第 六 和 第 一 音 

孔 ， 其 他 音 孔 关 闭 。 超 吹 高 八 度 升 4音 ， 开 第 一 、 二 、 六 音 孔 ， 其 他 音 孔 关 闭 。 高 音 5只 开 第 六 

音 孔 ， 其 他 音 孔 关 闭 ， 用 力 吹 即 可 。 吹 高 音 6， 开 第 一 、 四 音 孔 ， 其 他 音 孔 关 闭 。 吹 高 音 7， 开 第 

二 、 五 音 孔 ， 其 他 音 孔 关 闭 。 吹 高 音 1， 开 第 二 、 三 、 四 、 五 音 孔 ， 关 闭 第 一 、 六 音 孔 。 超 吹 7、 1

两 音 ， 一 般 的 竹 笛 不 容 易 吹 出 ， 声 音 比 较 尖 锐 ， 演 奏 中 不 常 用 。 另 外 ， 用 不 同 的 指 法 ， 如 全 闭 音 孔 

可 轻 吹 出 泛 音 2和 5。 开 第 一 音 孔 可 轻 吹 出 泛 音 3。 泛 音 技 法 的 运 用 很 有 特 色 ， 丰 富 了 笛 子 

的 表 现 力 。 泛 音 记 号 是 在 音 上 画 圆 圈 。 指 法 练 习 中 ， 要 使 每 个 手 指 具 有 灵 活 、 均 匀 、 独 立 活 动 能 

力 ， 因 此 必 须 进 行 刻 苦 练 习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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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的 竹 笛 ， 因 为 没 有 装 半 音 键 ， 要 在 一 支 竹 笛 上 进 行 各 种 转 调 和 半 音 演 奏 是 有 些 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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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竹 笛 转 调 和 半 音 的 运 用 练 习 

第 三 孔 D作 1， 筒 音 A作 5。 初 学 竹 笛 吹 奏 者 应 先 熟 练 六 孔 曲 笛 吹 奏 指 法 。 

（ 一 ） 传 统 六 孔 曲 笛 指 法 

下 面 画 了 两 种 竹 笛 吹 奏 指 法 表 ， 可 参 照 练 习 。 



的 。 但 如 平 时 注 意 在 一 支 竹 笛 上 进 行 多 种 调 门 、 多 种 指 法 和 某 些 半 音 的 吹 奏 练 习 ， 也 就 能 在 一 

支 竹 笛 上 进 行 转 调 和 有 半 音 的 演 奏 。 

下 面 为 竹 笛 转 调 及 半 音 演 奏 指 法 表 ， 可 参 照 练 习 。 

注 ： ① 笛 子 指 法 与 转 调 表 ， 是 以 D调 曲 笛 为 例 画 的 ， 其 他 调 曲 笛 可 按 此 法 类 推 。 

② 表 中 黑 圆 点 ● 是 指 按 闭 音 孔 ， 空 白 圆 圈 ○ 是 开 音 孔 ， 半 白 半 黑 圆 圈  是 按 半 音 孔 ， 出 半 音 效 果 。 

③ D调 曲 笛 全 闭 音 孔 ， 笛 筒 音 A， 第 三 音 孔 为 D调 1。 

④ D调 曲 笛 转 成 G调 ， 全 闭 音 孔 ， 笛 筒 音 为 G调 2， 第 六 音 孔 为 1。 

⑤ D调 曲 笛 转 成 A调 ， 全 闭 音 孔 ， 笛 筒 音 为 A调 1， 第 四 音 孔 为 5。 

⑥ D调 曲 笛 转 成 C调 ， 全 闭 音 孔 ， 笛 筒 音 为 C调 6， 第 二 音 孔 为 1。 

⑦ D调 曲 笛 转 成 F调 ， 全 闭 音 孔 ， 笛 筒 音 为 F调 3， 第 五 音 孔 为 1。 

对 于 笛 子 转 调 技 法 的 运 用 ， 要 视 乐 曲 的 音 域 和 乐 曲 风 格 而 定 。 若 在 一 支 竹 笛 上 不 能 适 应 乐 

曲 转 调 的 要 求 ， 就 应 改 用 其 他 调 门 的 竹 笛 来 演 奏 。 为 此 ， 应 当 多 预 备 几 种 调 门 的 竹 笛 ， 并 且 要 熟 

练 习 掌 握 不 同 调 门 竹 笛 的 吹 奏 指 法 。 

下 面 选 了 几 段 转 调 和 半 音 运 用 的 练 习 曲 ， 可 参 照 练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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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颂 曲 

拉 骆 驼 的 黑 小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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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鲜 族 舞 曲 

扇 　 舞 



朝 鲜 族 长 鼓 舞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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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郎 与 村 女 舞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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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改 编 

徐 　 锡 曲 

七 色 光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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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鲜 族 舞 曲 

顶 水 舞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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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曲 

晚 　 归 



此 曲 是 根 据 贵 州 布 依 族 民 歌 改 编 的 。 第 一 段 慢 板 ， 节 奏 自 由 ， 以 山 歌 的 形 式 描 写 傍 晚 来 临 ， 

农 民 们 结 束 了 一 天 的 劳 动 ， 愉 快 地 返 回 山 寨 ； 第 二 段 速 度 稍 快 跳 跃 ， 描 绘 了 布 依 山 寨 欢 乐 热 闹 

的 景 象 ； 第 三 段 是 第 一 段 的 再 现 ， 乐 曲 渐 慢 转 弱 ， 表 现 夜 色 降 临 。 最 后 在 宁 静 、 安 谧 的 气 氛 中 结 

束 全 曲 。 

此 曲 也 可 用 E调 曲 笛 ， 筒 音 作 6， 第 二 孔 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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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内 蒙 二 人 台 曲 牌 

柳 　 摇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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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 摇 金 》 是 内 蒙 二 人 台 戏 曲 曲 牌 。 二 人 台 是 流 行 于 内 蒙 、 山 西 及 河 北 北 部 一 带 的 地 方 戏 。 

音 乐 中 吸 收 了 山 西 、 内 蒙 、 河 北 等 地 的 民 歌 。 伴 奏 乐 器 主 要 用 竹 笛 、 四 胡 、 扬 琴 、 四 块 瓦 （ 竹 板 击 

乐 器 ） 等 ， 表 演 生 动 活 泼 ， 载 歌 载 舞 ， 很 受 观 众 欢 迎 。 

下 面 三 首 乐 曲 是 二 人 台 戏 曲 音 乐 中 常 用 曲 牌 。 用 D调 曲 笛 ， 筒 音 作 3， 第 五 孔 为 F调 

1。 乐 曲 指 法 运 用 巧 妙 ， 很 有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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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内 蒙 二 人 台 曲 牌 

碰 　 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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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冯 子 存 改 编 

内 蒙 二 人 台 曲 牌 

万 　 年 　 欢 

王 铁 锤 记 谱 

内 蒙 二 人 台 曲 牌 

巫 　 山 　 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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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维 族 舞 曲 

打 　 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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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内 亚 民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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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我 一 支 玫 瑰 花 

阿 富 汗 民 间 乐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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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森 改 编 

罗 马 尼 亚 民 间 乐 曲 

云 　 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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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富 荣 曲 

帕 米 尔 的 春 天 

E调 笛 ， 筒 音 作 6， 第 二 孔 作 D， 快 板 筒 音 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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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编 曲 

想 　 念 

李 崇 望 改 编 

叙 利 亚 民 间 舞 曲 

萨 玛 哈 舞 曲 

此 曲 系 根 据 歌 曲 《 美 丽 的 塔 什 库 尔 干 》 （ 吐 尔 逊 曲 ） 改 编 。 具 有 浓 厚 的 塔 吉 克 民 族 风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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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加 强 多 方 面 的 艺 术 修 养 

前 面 讲 了 笛 子 的 功 能 ， 用 于 独 奏 、 伴 奏 和 合 奏 。 其 中 独 奏 是 基 本 的 ， 没 有 独 奏 的 基 本 功 ， 参 

与 其 他 演 奏 就 无 从 谈 起 。 因 此 ， 怎 样 练 好 竹 笛 独 奏 的 基 本 功 ， 是 竹 笛 爱 好 者 常 提 的 问 题 。 根 据 

实 践 经 验 ， 练 好 竹 笛 独 奏 曲 要 具 备 多 方 面 的 艺 术 修 养 。 首 先 要 对 竹 笛 演 奏 基 础 知 识 有 所 了 解 ， 

熟 练 地 掌 握 竹 笛 的 各 种 演 奏 技 巧 。 同 时 要 学 习 音 乐 理 论 知 识 ， 如 乐 理 、 和 声 、 作 品 分 析 等 ， 多 听 

一 些 音 乐 作 品 ， 提 高 对 音 乐 作 品 的 欣 赏 和 分 析 能 力 。 另 外 还 要 向 丰 富 多 彩 的 民 族 民 间 音 乐 学 

习 ， 熟 悉 各 民 族 各 地 方 不 同 演 奏 风 格 。 可 以 有 计 划 地 选 择 一 些 不 同 风 格 、 不 同 技 巧 的 乐 曲 进 行 

练 习 。 在 练 习 过 程 中 ， 要 对 乐 曲 的 内 容 、 结 构 、 风 格 等 加 深 理 解 ， 才 能 把 乐 曲 演 奏 得 深 刻 感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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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编 曲 

牡 丹 花 开 

俗 话 说 ： “ 熟 能 生 巧 ” 。 笛 子 演 奏 亦 是 如 此 ， 要 想 入 门 ， 并 进 一 步 上 到 一 定 档 次 ， 就 要 下 苦 功 

夫 多 实 践 。 下 面 选 了 几 首 笛 子 独 奏 曲 ， 供 笛 子 爱 好 者 反 复 练 习 参 考 。 

（ 二 ） 竹 笛 独 奏 练 习 乐 曲 选 

十 一 、 怎 样 练 好 竹 笛 独 奏 的 基 本 功 

此 曲 根 据 新 疆 南 部 阿 克 苏 地 区 民 歌 改 编 。 曲 调 幽 静 婉 转 ， 深 情 地 表 达 了 对 远 方 亲 人 的 想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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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洁 明 曲 

山 村 新 歌 

此 曲 根 据 青 海 “ 花 儿 ” 音 调 写 成 。 “ 花 儿 ” 是 流 传 于 青 海 等 地 区 的 一 种 山 歌 形 式 。 这 首 乐 曲 

自 由 舒 展 ， 赞 美 了 青 海 高 原 辽 阔 秀 丽 的 风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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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山 东 民 间 乐 曲 

上 字 开 门 

第 一 段 慢 ， 山 歌 风 ， 自 由 ， 表 现 山 村 秀 丽 景 色 。 第 二 段 快 ， 活 泼 ， 表 现 愉 快 劳 动 情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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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整 理 

山 东 民 间 乐 曲 

一 　 架 　 风 

《 上 字 开 门 》 是 流 行 在 山 东 菏 泽 地 区 的 民 间 曲 牌 。 乐 曲 开 始 时 曲 调 舒 展 、 流 畅 。 后 半 段 逐 渐 

转 快 ， 采 用 问 句 对 答 的 手 法 ， 在 笙 和 小 钹 伴 奏 下 ， 音 乐 具 有 浓 厚 的 民 间 生 活 气 息 。 



· 83 · 



· 84 · 



《 一 架 风 》 是 流 行 在 山 东 菏 泽 、 济 宁 地 区 的 民 间 曲 牌 。 在 山 东 柳 琴 戏 过 场 音 乐 中 也 常 用 ， 原 

曲 较 长 而 散 ， 现 在 的 曲 谱 是 经 过 整 理 紧 缩 的 。 乐 曲 引 子 为 散 板 ， 是 演 员 出 场 前 的 一 种 唱 腔 ， 然 后 

音 乐 配 合 演 员 表 演 。 乐 曲 强 弱 对 比 鲜 明 ， 具 有 较 强 的 感 染 力 。 吹 奏 此 曲 对 练 习 手 指 的 灵 活 、 气 息 

的 控 制 很 有 帮 助 。 伴 奏 乐 器 用 方 笙 、 小 钹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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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记 谱 

冯 子 存 编 曲 

庆 　 寿 

注 ： 此 曲 也 可 用 大 C调 曲 笛 、 筒 音 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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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春 龄 改 编 

江 南 民 间 乐 曲 

（ 笛 子 独 奏 曲 ） 

欢 　 乐 　 歌 

《 庆 寿 》 是 冯 子 存 根 据 内 蒙 二 人 台 曲 牌 改 编 的 。 原 曲 较 简 单 ， 由 于 运 用 了 滑 音 、 飞 指 颤 音 、 花 

舌 音 、 剁 音 等 技 法 ， 使 笛 曲 更 富 于 表 现 力 。 全 曲 情 绪 欢 快 热 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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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改 编 

河 北 民 间 乐 曲 

（ 笛 子 独 奏 曲 ） 

洞 　 房 　 赞 

《 欢 乐 歌 》 是 江 南 丝 竹 音 乐 著 名 乐 曲 。 常 在 喜 庆 集 会 时 演 奏 ， 乐 曲 前 段 中 速 ， 抒 情 优 美 富 有 

歌 唱 性 ； 后 段 转 为 快 板 ， 情 绪 热 烈 欢 快 。 演 奏 时 用 一 个 笙 或 扬 琴 伴 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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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编 曲 

月 夜 情 歌 

根 据 河 北 民 间 乐 曲 改 编 成 的 《 洞 房 赞 》 ， 表 现 了 北 方 农 村 嫁 娶 时 的 喜 庆 欢 乐 场 面 。 借 对 送 新 

人 进 入 洞 房 热 闹 兴 奋 情 绪 的 描 写 ， 铺 排 对 此 人 生 大 事 的 祝 祷 与 赞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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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编 曲 

秋 　 夜 　 吟 

乐 曲 是 根 据 云 南 彝 族 、 哈 尼 族 音 乐 素 材 写 成 的 。 旋 律 优 美 舒 展 ， 描 写 月 光 皎 洁 、 树 影 婆 娑 的 

树 林 里 ， 青 年 男 女 互 诉 衷 肠 的 情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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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曲 根 据 河 北 古 老 民 间 乐 曲 改 编 。 描 写 在 深 秋 的 夜 晚 ， 待 出 阁 的 农 村 姑 娘 埋 首 灯 下 绣 制 嫁 

衣 时 心 中 难 掩 的 喜 悦 之 情 ， 以 及 对 于 即 将 到 来 的 幸 福 生 活 的 无 限 憧 憬 。 

演 奏 第 一 遍 速 度 慢 、 幽 静 ， 反 复 后 第 二 遍 转 快 板 。 在 原 框 架 谱 原 则 下 可 加 花 演 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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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铁 锤 曲 

长 城 抒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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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先 渭 曲 

姑 　 苏 　 行 

乐 曲 古 色 古 香 ， 韵 味 浓 郁 ， 别 具 特 色 。 描 绘 出 长 城 万 里 绵 延 起 伏 的 磅 礴 气 势 ， 以 及 锦 绣 河 山 

壮 丽 如 画 的 景 色 ， 热 切 抒 发 了 对 祖 国 乡 土 风 物 的 满 腔 挚 爱 之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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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曲 采 用 昆 曲 音 调 编 成 ， 色 彩 鲜 明 ， 甜 美 抒 情 。 引 子 宁 静 ， 仿 佛 晨 雾 依 稀 、 楼 台 亭 阁 ， 展 现 

在 眼 前 。 第 二 段 行 板 ， 使 人 犹 如 置 身 于 秀 丽 的 姑 苏 园 林 之 中 。 第 三 段 是 对 比 性 的 小 快 板 。 第 四 

段 尾 声 ， 是 第 一 段 主 题 音 乐 的 再 现 ， 宛 转 动 听 ， 使 人 流 连 忘 返 。 

· 107 · 

陆 春 龄 改 编 

湖 南 民 间 乐 曲 

鹧 　 鸪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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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鹧 鸪 飞 》 是 一 首 湖 南 民 间 乐 曲 ， 经 著 名 笛 子 演 奏 家 陆 春 龄 多 年 演 奏 ， 加 工 改 编 成 为 很 受 

听 众 欢 迎 的 笛 子 独 奏 曲 。 演 奏 时 运 用 气 的 力 度 、 速 度 及 音 色 的 变 化 ， 将 乐 曲 演 奏 得 流 畅 优 美 、 层 

次 分 明 ， 描 绘 出 鹧 鸪 向 往 自 由 飞 翔 ， 时 隐 时 现 、 忽 高 忽 低 、 渐 渐 远 去 的 情 景 。 为 了 便 于 初 学 者 吹 

奏 ， 此 谱 稍 有 简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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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显 忠 曲 

扬 鞭 催 马 运 粮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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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子 独 奏 曲 《 扬 鞭 催 马 运 粮 忙 》 第 一 段 小 快 板 ， 为 对 答 呼 应 的 乐 句 ， 情 趣 生 动 活 泼 。 突 慢 后 

转 入 第 二 段 中 板 ， 富 于 歌 唱 性 旋 律 ， 抒 发 了 农 民 丰 收 后 运 粮 时 欢 快 自 豪 的 心 情 。 第 三 段 是 第 一 

段 主 题 的 再 现 ， 情 绪 热 烈 奔 放 ， 将 乐 曲 推 向 高 潮 ， 在 模 仿 马 叫 嘶 鸣 声 后 ， 结 束 全 曲 。 

· 114· 



· 115· 

王 铁 锤 记 谱 

古 曲 

梅 花 三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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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 花 三 弄 》 原 是 晋 代 桓 伊 所 奏 笛 曲 ， 后 人 改 编 为 琴 曲 流 传 至 今 。 曲 中 泛 音 在 不 同 音 域 出 现 

重 复 三 次 ， 故 称 三 弄 。 乐 曲 用 慢 板 表 现 梅 花 高 洁 安 详 的 静 态 ， 以 急 促 曲 调 表 现 梅 花 不 畏 严 寒 、 迎 

风 摇 曳 的 动 态 。 演 奏 时 可 用 D调 或 C调 曲 笛 ， 用 古 筝 伴 奏 效 果 更 加 别 具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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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崇 望 曲 

笛 子 协 奏 曲 

刘 胡 兰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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