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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传统器乐合奏形式，以丝弦乐器和竹管乐器为基本编制。
演奏风格优雅，曲调婉丽，既富有江南秀美之风，又显尽都市灵动之韵，是中国民族器乐中最具地域
文化特色的乐种之一。
　　江南丝竹源远流长。
其前身为先秦以来中国传统的丝竹乐。
在1860年以前，丝竹乐曲已在江南地区的乡镇民间广泛流行。
清末民初，江南丝竹作为地域性的丝竹乐种，形成于以姑苏为中心的环太湖地区。
1911年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许多演奏团体。
1920年左右，在上海豫园点春堂举行的丝竹音乐爱好者集会上，与会者已多达200人。
此后，江南丝竹演奏活动愈加兴旺，全盛时期遍布上海城乡，并辐射到整个长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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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乐器”，亦是相对于教坊大乐而被称之为‘小乐器’，是一种小型化乐器组合样式，乐器一
两件，亦或两三件。
《都城纪胜》载：“小乐器，只一二人合动也，如双韵合阮咸、嵇琴合箫管、琴合葫芦琴，单拨十四
弦、吹赚动鼓板、渤海乐、一拍子，至于拍番子、敲水盏、锣板合鼓儿，皆是也。
”　　“清乐”，也谓“清音”，是单纯以丝竹乐器演奏的音乐。
尽管其乐器使用量有时也很多，但因用的纯粹是丝竹乐器，并为独立合奏，不和以歌舞杂艺，音乐清
纯单一，因此得“清乐”或“清音”之名。
《都城纪胜》对此评价说：“独奏龙笛，声闻于人间，真‘清乐’也。
”　　谈到“细乐”、“清乐”，包括南宋的“教坊大乐”，历史文献和学者评价，均有“音韵清且
美”、“声闻子人间，真‘清乐’也”、“更具丝竹乐特色”之类的评价。
宋元丝竹音乐具有这样突出的特点，与这一时期乐器的突出发展，一些新乐器的编入不无关系。
　　宋元时期乐器的发展十分突出。
这一时期，除了琵琶、琴、方响等传统丝竹乐器仍继续发展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
乐器。
如拉弦乐器有蓁（轧筝）、嵇琴（奚琴），弹拨乐器有三弦、双韵、十四弦、渤海琴，吹奏乐器有夏
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打击乐器有云（即云锣，由十三面小锣组成），等等。
特别是拉弦（擦奏）乐器嵇琴（奚琴）的出现对推动丝竹音乐的发展作用十分显著。
　　嵇琴，最早见于唐《教坊记》，始称“奚琴”，宋元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嵇琴有两根弦，早期用竹片擦弦发声。
宋代陈肠《乐书》记载：“奚琴，本胡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
”元代以后，出现多种形制，名称也各有不同，如“胡琴”、“提琴”、“葫芦琴”、“二弦”等。
在胡琴的基础上，后来又演变出“京胡”、“高胡”、“板胡”、“中胡”、“四胡”，等等。
而嵇琴、胡琴之类的二弦擦奏乐器在形制和形态演进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由竹片擦弦发声改为了以马
尾作弓拉弦发声。
作为一种新的拉弦乐器，其特点是长于表现抒情的曲调和奏出有力的长音，其声悠扬委婉，轻细动听
。
有诗赞曰：“神弦梦人鬼江秋，潮山摇江江倒流。
玉兔为尔停月白，飞鱼为尔跃神舟。
”　　还有一种需要特别提到的称为“蓁”的乐器。
蓁，即唐时就有的“轧筝”。
其形制如筝，比筝略小，设七根弦，早期同嵇琴一样由竹片擦弦发声，后亦改用马尾弓拉弦发声，属
丝类擦奏乐器。
演奏时可左手持之，右手持竹片或马尾弓擦弦，也可以放在案台上演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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