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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中国音乐学人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音乐史的著作，以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为白
眉，专门著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后起之秀蔚然成长，使老一辈由衷地发出“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的赞叹。
可是有关乐器的专门著作，以我的孤陋寡闻，好像还不多见。
因此，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林克仁的《中国箫笛史》自应推为乐坛的盛事。
全书共分三编，上编论述了史前期直到现代的箫笛发展的经过，利用新发掘的实物论证骨笛的形制，
使中国音乐的可考的历史提到了八千年以前。
中编讲的是箫笛的制造，下编讲的是箫笛演奏入门，包含基本功及表情手段的阐释，内容是非常丰富
的。
本书的优点是有许多具体的剖析，如对龠与排箫。
的区别，在于龠是无底有音孔，排箫则有底无音孔。
说到龠与洞箫的比较，则是基本相似，其形制与演奏方式如出一辙，区别在于龠为三孔，略短，而洞
箫则六孔，略长，而且产生的时间有先后，龠为初祖，洞箫则为后嗣。
具见作者考核的细密。
箫笛族的名称随便，以举出一大串：笛、箫、笙、篷、篪、龠、楚、羌笛、泰始笛、姑洗笛、膜笛、
排箫、洞箫、横吹、尺八⋯⋯有的是同一名称，却是不同的两种乐器；有的却是同一乐器，却有不同
的名称。
乍听起来，简直如坠五里雾中。
作者参考历代文献，比对流传的图画、石刻，特别是出土的文物，理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让他们各
归其位，一目了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功绩。
举凡史学、考古学、训诂学、民俗学、乐器学等无不奔赴腕下，听候差使，加上本人的考订，既不盲
从某一家的议论，也不拒绝某一家合理的意见；既不墨守成规，也不标新立异，自然而然地富有说服
力。
特别可贵的是与乐器专家的合作，使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十分紧密。
读者一卷在手，真是图文并茂，左右逢源，毫无繁冗的感觉。
到了后面附有演奏曲目，循序渐进，可以满足有志学习者的要求。
介绍历代名家，范围遍及港台，具见作者用心的深远。
说这本书是“箫笛大全”，也许不算是言过其实吧。
作者另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是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
本来迄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体鸣乐器及膜鸣乐器产生在前，随后是气鸣乐器，至于难度较高的弦鸣乐
器自当更为晚出。
作者凭借骨笛的出土认为它是最古老的乐器，从而推倒了过去比较一致的乐器产生的顺序，这种适时
应变的思想与大胆的假设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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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数千年箫笛史与箫笛艺术的重要学术著作。
全书从中国箫笛发展史、箫笛制作史和箫笛演奏法三大部分进行全面论述，并着重揭示了其文化精神
与美学内涵。
本书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本书作者是我国箫笛大家、艺术系教授。
本书研究撰写长达数十年，其间得到国学大师饶宗颐，竹笛大师赵松庭及台湾名流马英九、宋楚瑜等
人的关心和支持。
本书可供中国音乐史研究人员和广大箫笛爱好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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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克仁，箫笛理论家、教育家、演奏家，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管乐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东南
大学兼职教授、金陵国乐社社长。
生于1939年11月。
曾发表论文、著作数十篇（部），专著《中国箫笛》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并获优秀著作奖。
曾培养数以百计的中国学生和十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多名学生在全国和省、市一级的比赛中
获奖，有的学生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
曾登台演奏百余场。
1998年10月在江苏省政府礼堂举办的“林克仁师生民族管乐演奏会”、2001年7月举办的“林克仁教授
箫笛唢呐教学演奏会”，与各地笛友、弟子同台齐奏，在箫笛界引起较大关注。
与闵季骞教授等共同创建了“南师大民乐讲演音乐会”，不计报酬地坚持数年之久，并经常到大中学
校宣传民乐，1999年10月被南师大授予“五个一工程奖”。
1990年起，应邀赴日本、韩国访问，发表论文多篇，并与多国代表登台演奏，受到高度评价。
1996年、1997年、1999年，多次应邀赴香港讲学并参加国际艺术节，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艺术节上
深受欢迎的一台节目。
2001年后，在赴加拿大、美国探亲访友期间，犹不忘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多次在华侨社团组织的
音乐会上演奏民乐，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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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笛艺问答附录　与箫王陈重聊箫经　对弈赵松庭　今思如堵——忆恩师吴造峨先生　域外笛
声与笛友　我和《姑苏行》　中国箫笛史中的几个问题　箫声中的思索　从“且听龙吟”说起　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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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箫笛未来走向的思考　谈谈竹笛比赛评分标准　喜读民族乐器的独门著作《中国箫笛》参考文
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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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箫笛的起源第一节远古时期骨笛的创造人类经历了由猿到人、历史悠久的浑沌状态，到了
新石器晚期，火已经被广泛使用，人类还学会了使用多种工具。
当时，位于现在的浙江河姆渡一带，沼泽遍地，野鸟群集，以游猎为生的河姆渡人居住在这一带。
他们常常甩开比兔子跑得还要快的飞毛腿，出其不意地追逐鹤群，有时用石矛追杀野生羊群。
每当夕阳西下，他们燃起一堆堆篝火，架起猎获的飞禽走兽，围绕火堆歌唱跳跃。
当烤肉散发出香味的时候，人们拍手欢呼，分而食之。
于是，在人类的栖息地便聚集起一堆堆的兽骨。
每逢阴雨天或者寒冬袭来的时候，大大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于是，老人、女人、儿童便蛰居室内
，他们用灵巧的双手摆弄兽骨，制作出一件件骨针、骨管等用品和装饰品。
起初他们用鹤的胫骨制作的小骨管，只是串起来如同项链一般地佩戴着，可是有一天，一位聪明的史
前人忽然发现骨管管口可以吹出声音来（顺便提一句，史前人由于长期咀嚼动物肉而形成的强劲的颧
肌、笑肌、口轮匝肌功能，以及凸起的上唇，很容易在管口吹出声音）。
因此他们大受启发。
特别是当他们吹起骨哨，竞引来一群群的飞禽，他们格外地兴奋，于是，胫骨上被钻出一个个的楔形
孔，有时在骨管内插进骨针，吹奏时骨针来回移动，发出吱溜、吱溜的鸟鸣声，很像现在小孩吹的竹
哨。
这便诞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种乐器——骨笛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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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箫笛史》有幸进入人类文明史的书库，感到无比欣慰。
这不仅仅由于它耗费了我半生的精力与智慧，而且书中涵盖的箫笛文化层面之广、援引史料之丰富、
论述箫笛发展八千年脉络之清晰，以及揉合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制作家群体形象之全面是前所
未有的，是箫笛著作的一项工程，堪称划时代的里程碑。
信念源于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崇高使命感，也源于付出无比艰辛劳动之后的踏实与喜乐。
我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埋首图书馆，参阅了百余种几乎上千册的图书资料，其中明版《乐律全书》便
有32大册，摘抄卡片，分类整理，资料积累固然艰辛，由典籍联系现代考古，融汇古今各家之说殊非
易事。
有幸的是我学习、工作、生活了逾半世纪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尊师重教，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条
件，我们得以我在图书馆通读朱载堉《乐律全书》、陈呖《乐书》等典籍，令人有久旱逢甘霖之感。
此书的前身《中国箫笛》一经问世，立即由母校推荐，并获得江苏省教委颁发的优秀著作奖，连出三
版，均已告罄。
在此，仅向母校致以衷心的谢忱。
本书中编“中国箫笛制作史”部分由常敦明先生供稿，特此表示感谢！
我在《中国箫笛史》重新修订、出版的过程中，台湾马英九先生、宋楚瑜先生欣然题辞，在此谨致谢
意。
陈正生先生扎实的中国音乐功底在苟勖笛律以及尺八章节予以润饰修改，观点独到。
史学大家卞孝萱教授以及詹永明教授大力推荐，使本书得以逐步完善。
刘俊鸿先生、陈鹏年先生、李学义先生、曹诚照先生、赵安东先生、台湾陈中申先生关注此书的出版
，令笔者十分欣慰。
廖辅叔、赵松庭、庄本立等前辈生前为我旧作作序，嘉勉鼓励之辞，使我得以在箫笛史研究路上继续
努力，本书之成，也是对前辈的告慰，所以，我仍将原序一并保留，实为一份感激之情。
许多弟子提供资料，李春风、郭本良由外地来宁之际花费大量的时间校对、订正，邓志峰帮助整理箫
笛制作部分文稿，山东刘清纯提供北派笛家的资讯等，笔者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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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箫笛史》可供中国音乐史研究人员和广大箫笛爱好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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