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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竹笛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民族乐器，在我国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竹笛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有许多独特的演奏技巧，其乐器本身又较为简便。
因而，在长期的、极为广泛的流传中，竹笛成为人民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反映社会生活、为群
众所喜爱的乐器。
人民喜爱竹笛，把它的形象描绘成“玉龙喷霜”，把它的声音比喻成“凤鸣”、“龙吟”，它成了人
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亲密伙伴。
可惜，今天我们却很少看到真正的古代笛谱。
无数的艺术明珠像水珠般地消失了！
　　在唐朝末年这一段近古音乐史中，戏曲盛行，竹笛成了戏曲伴奏的重要乐器。
因而在表现力和演奏技巧上，相对地缺乏进取性和独立性。
一直到建国以后，笛子艺术才得到充分的发展，无论在创作、演奏、理论、作曲和改革教学等多方面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竹笛并不难学，一般来说，经过一年半载的练习就有希望演奏得悠扬动听了。
不过假如你要想攀登艺术高峰，精益求精，那么即使花一辈子的精力也是值得的。
因此，目的不同，学习的方法、要求、措施等也就不大相同。
如果你是业余爱好者，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你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投入艺术劳动，那
么你必定希望自己的学习能够很快地收到成效，演奏起来既使自己心旷神怡，对听者也是一种艺术享
受；如果你是一个立志献身于竹笛演奏的专业工作者，有志于攀登艺术高峰，那么就应该踏踏实实地
打好基础，基础打得越坚实越好。
这两种学习方法是不同的，要求也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在于：首先，训练的时间不一样。
专业者至少要保持每天三个小时以上，需要高标准、严要求，有系统、有步骤、有措施；而业余者则
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训练，不能那么严格。
当然，业余者也可能成为专业的，这要看他们的发展怎样。
我们有许多吹笛子的专业者，过去也是业余的。
训练的动机、目的、要求可以不一样，但总的都希望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训练方法。
什么是比较科学的训练方法呢？
这个问题对竹笛演奏训练来说，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
有的认为民乐重在风格，不必有严格的基础训练；有的认为必须像西洋管乐器一样，有系统、有步骤
、严格地从基础训练开始。
我的意见倾向于后一种，当然还要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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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竹笛的历史沿革和基本演奏方法、气功、气、指、舌结合训练、震、叠、赠、打及南方风
格的演奏、圆滑音、垛音、转调、变化音阶、气息控制及循环换气、形形色色的笛子、怎样演奏《早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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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竹笛的历史沿革和基本演奏方法第二讲 气功第三讲 气、指、舌结合训练第四讲 震、叠、赠、
打及南方风格的演奏第五讲 圆滑音第六讲 垛音第七讲 转调、变化音阶第八讲 气息控制及循环换气第
九讲 形形色色的笛子第十讲 怎样演奏《早晨》结束语附录 笛曲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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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笛子的起源、沿革、形制、名称等，历来众说纷纭，这里仅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早在八千年前，我国就有了骨制笛子。
有横开一个孔、两个孔、三个孔甚至六个孔的笛子（浙江河姆渡出土文物、河南舞阳出土文物证明了
这一点），至迟到殷周时代就有了音阶完整的竹制笛子。
汉朝以后，吸取了羌笛的形制，称竹笛为“横吹”。
嗣后，根据音律学的理论又制成了长短不同的笛子。
当时的著名演奏家列和演奏的长笛长达三尺二寸。
魏晋时期，蔡邕、苟勖、梁武帝等人制造的十二律笛，都是根据音律的理论制成的。
这时期已经有了“顺笛”（竖吹，管子里面加一块有槽的木头，一吹就会发音）和“手笛”（高音笛
）。
隋朝有了十二孔笛，一根笛能吹十二个调子。
唐朝的吕才制成“尺八”，凡十二枚，在当时颇为流行，并随唐朝的雅乐传到日本。
唐朝的刘系作七星管，贴上笛膜以助声，这恐怕是笛子贴膜的最早记载。
到了宋朝又出现了吹孔在中间、两手交叉起来演奏的“叉手笛”，又名“拱宸管”。
宋元以后，戏曲盛行，竹笛成了戏曲伴奏的重要乐器，伴奏梆子戏的称为“梆笛”，伴奏昆曲的称为
“曲笛”，这种称呼一直流传至今。
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计量单位“赫兹”，因而未能标明各种音名的频率高度，所以梆笛、曲笛是什么
调就很难说清楚。
相对而言，短小的称为“梆笛”，第三孔的高度约为f。
、g。
、a。
的，通常称它们为F调梆笛、G调梆笛、小a调梆笛，以g。
梆笛为中心；较长的则称为“曲笛”，第三孔的高度约为c。
、”c。
、d。
、e。
，以d。
曲笛为中心。
　　传统的调名称呼，不管笛子长短以及发音的高低，凡是以第三孔（从下数上）作主音1的，统称
为“小工调”；第四孔作主音的称“凡字调”；第五孔作主音的称“六字调”；第六孔（即顶孔）作
主音的称“正官调”；筒音作主音的称“乙字调”；第一孔作主音的称“上字调”；第二孔作主音的
称“尺字调”。
这种命调的方式，只能在六孔竹笛上适用，如果有七个孔就不适用了，而且也不能标出音调的高低。
目前生产的竹笛，大都标有音名。
仍按习惯以第三孔作为命调点，如大C调就是第三孔的音高为c。
523，D调就是第三孔音高为d。
587，这两种都属于曲笛；又如F调梆笛就是第三孔音高是f。
698，G调梆笛就是第三孑L音高为g。
784，这两种都属于梆笛；第三孔的音高超过e。
的都称为高音小笛，如小c调、小d调等。
第三孔音高低于‘bI的称为大笛，如大A调、大G调等。
按人的手指生理条件，小的可以小到小d调，大的可以大到倍大G调，最低音达到低音谱表下加二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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