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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唢呐在我国流传很广，并具有悠久的历史。
从图象资料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寺第三十八窟（约265-420年，两晋时期）壁画中就有演奏唢呐
的图象，而且图象非常清晰。
如果其图象确实是当初绘制而成，那就证明唢呐早在公元三、四世纪已流行于新疆地区。
有关唢呐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明代。
明代王圻《三才图会》绘其图象，并注：”琐奈，其形如喇叭，七孔。
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
不知起于何时，当军中之乐也”。
由此可见唢呐作为军中之乐在当时非常盛行。
由于唢呐流传的地区不同，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大至分为山东、河南、河北、山西、东北、潮洲等流派。
另外，还有流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唢呐也各有其独特风格。
如：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白族、壮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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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考级要求
　(1)　1～6级，演奏练习曲一首，乐曲两首(自选)
　(2)　7～9级，演奏练习曲两首：必奏曲目一首，自选曲目一首：乐曲两首，必奏曲目一首，自选一
首(目录中标有“△”符号为必奏曲目)
第一级
　(一)　练习曲
　　1．　五度音之内练习
　　2．　六度音之内练习
　　3．　九度音之内练习
　　4．　二个八度之内练习
　　5．　指颤音练习
　(二)　乐曲
　　1．　小货郎
　　2．　摘葡萄
　　3．　伐木
　　4．　竹筒号角响嘟嘟
　　5．　七色光
第二级
　(一)　练习曲
　　1．　筒音2指法练习
　　2．　三吐音练习
　　3．　高音区练习
　　4．　连音与单吐音练习
　　5．　装饰音与滑音练习
　(二)　乐曲
　　1．　豫剧小开门
　　2．　卖杂货
　　3．　山坡羊
　　4．　拔根芦柴花
　　5．　哈哈腔
第三级
　(一)　练习曲
　　1．　双吐音练习
　　2．　双吐音练习
　　3．　双吐音练习
　　4．　节奏练习
　　5．　切分音练习
　(二)　乐曲
　　1．　向阳花
　　2．　丰收乐
　　3．　豫剧二八板
　　4．　朝阳沟是个好地方
　　5．　骑驴歌
第四级
　(一)　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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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符点音符练习
　　2．　4／3与4／2拍交替练习
　　3．　跳音练习
　　4．　快速分奏练习
　　5．　双吐音练习
　(二)　乐曲
　　1．　凤阳歌绞八板
　　2．　十八板
　　3．　喜庆
　　4．　满堂红
　　5．　喜庆胜利
第五级
　(一)　练习曲
　　1．　筒音1指法练习
　　2．　花舌音练习
　　3．　顿音与连音练习
　　4．　三连音练习
　　5．　强音与弱音对比练习
　(二)　乐曲
　　1．　众手浇开幸福花
　　2．　粮满仓
　　3．　开门红
　　4．　山村来了售货员
　　5．　汉江春早
第六级
　(一)　练习曲
　　1．　筒音6指法练习
　　2．　弹舌音练习
　　3．　气顶音练习
　　4．　节奏练习
　　5．　节奏练习
　　⋯⋯
第七级
第八级
第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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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啦呱此曲由魏永堂、陈明田等人于50年代晚期，用《大笛锣》、《冒尖》等山东民间
乐曲串编而成。
乐曲采用“双合凤”形式（即两支唢呐对吹以笙和合），并加打击乐套打。
是一首非常喜庆、热闹的吹打乐作品。
乐曲旋律热烈、欢快，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方色彩。
两支唢呐时分时合，穿插自如，对应紧凑。
其中用相互对答呼应和模仿笑声和处理方法，给人以亲切和风趣感。
后半部分，速度逐渐加快，两支唢呐用循环气法同吹一个旋律，把音乐推向高潮，乐曲在热烈、欢腾
的气氛中结束。
本曲是民间吹打乐优秀曲目之一。
（陈家齐）欢庆此曲在鲁西南地区广为流传，常在婚嫁、节日等喜庆场合演奏。
乐曲主体部分是对《开门》进行的三次变奏，可谓层层翻新，音乐对比鲜明。
如第一段中气拱音、弹舌音；第二段中的舌推音、气吐音；第三段中的快速单吐等，形成色彩纷呈，
情趣各异的不同段落。
“穗子”（快板）段也发挥非常出色，其起兴材料是用动力性很强的对答式短句进行自由展衍，或紧
缩式分裂，或变化重复，或与伴奏呼应对答，使曲调变化多端，妙趣横生。
渲染了人们在喜庆佳节时的欢乐、热闹气氛。
（陈家齐）评剧主题叙事曲评剧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早期称”落子”，由最初流行于河北滦县，昌黎一带的对口莲花落演化成评剧的基本腔调。
后经辗转流传至唐山（称“唐山落子”）、东北（称“大口落子”或“奉天落子”）、河北（称“小
口落子”）。
经数代艺人在艺术上的相互交流，促使评剧音乐和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形成深受民众热爱的地方剧
种之一。
评剧唱腔具有流畅自如，明白如话的特点。
有慢板（一板三眼），二六板（一板一眼）、垛板（一板一眼）、流水板（有板无眼或散板）四种基
本板式。
主要伴奏乐器有板胡、二胡、三弦和打击乐器。
赵春峰先生曾担任过评剧琴师，谙练评剧音乐。
他编的这首饼剧主题叙事曲》，可谓集评剧传统优秀唱腔于一体。
乐曲由散板、慢板，二六板，垛板四种板式构成。
不同板式的转换，形成缓急相间，情趣各异特点。
音调自然流畅，韵律甘美和谐，时起时伏的力度变化，忽慢忽快的速度对比，使音乐充满活力而感人
。
（陈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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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音乐学院·校外音乐考级全国通用教材:唢呐》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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