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管乐器初探 

序言 

    翻开中国历史的文化长卷 人们不由得都会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悠久历史所折服

音乐作为人类文化范畴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也随着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并完善着 随着人

们对音乐认识的提高 音乐这一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人们无论是劳动 休闲 庆祝 或是面对不幸 音乐总是与之相随 泱泱大国上下几千年朝

代更新政权交替 但是唯有音乐一直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 在人民群众的智慧与汗水的

浇灌下 茁壮成长着 战国时期的公孙尼子在 乐记 中曾提出 凡音者 生人心者也 情

动于中 故形于声 声成文 谓之音 这就说明了 音乐是人的产物 是人类表现感情的

声音发展而来的 人类最直接的发声 乐器 就是人的嗓子 人们用它可以唱出美妙的歌声

可以用它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 当然 随着音乐的发展 人们对音乐的追求 把音乐仅限于

人声的表达上是远远不够的 无法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 因此经过几千年的音乐文化发展至

今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用于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工具 乐器 刘彦和 文心雕龙 声律篇

里说 器写人声 声非效器 的论说 虽然在历史上已无从考证 人声与乐器是谁先将人

类引入音乐的殿堂的 但是从他的观点可以看出 乐器的发明使用是用来烘托丰富人们歌声

的 而不是现在乐器上产生音乐的曲调 再用人声去模仿它的 这也较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 当然今天看来打击乐器也属于乐器范畴 如 鼓 铃 钹等 但是人类音乐发

展的最初形态 还没有旋律的存在 用于表达人类情感的节奏工具可能产生很早 甚至早于

人生对音乐的追求 但是打击乐器的单独存在是不会产生音乐的必要要素曲调 因此在考究

乐器起源时暂可不把打击乐器纳入乐器的范畴 乐器的产生加强了人们对音乐的追求能力

加大了人们感情表达范围 如音色 音域 音强都使人的歌喉这一最为直接的 乐器 望尘

莫及 乐器的功能也随着乐器自身的发展完善着 乐器从最早单纯的为人声烘托伴奏作用

发展成为人类情感的独立表达工具如 器乐独奏 器乐协奏 器乐小品等纯器乐作品的产生

因此 乐器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发展至今根据不同

的制作材料 不同的音色 不同的演奏方法 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 比如 根据不同的制作

材料 早在周朝就有了明确的分类 周礼 春秋 有记 皆播之以八音 金石丝竹匏土

革木 可见周朝不仅乐器的种类丰富而且在分类上有着较科学统一的认识 随后 随着人

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乐器的制造材料与种类也逐步丰富了起来 为了更好的加以区分就在

在材料的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演奏方式的不同将所有的民族乐器又分为 吹管乐器 弦乐器

打击乐器三大类 吹管乐器又包含有簧 无簧 有膜 无膜四类 弦乐器又包括 拨弦乐器

击弦乐器 拉弦乐器 打击乐器品种繁多制造材料各异 但在音乐功能上都是以节奏为主因

此通认为打击乐器不另分类 对于当代乐器种类的分类还有其他的多种观点 比如 根据

乐器的调式 调性为依据 乐器合作的亲疏关系为依据 乐器常演奏的曲目派别等等 不同

的乐器系统都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由于对分类问题并非本文的重要论点因此不加展开论述  

    由上可以看出管乐器在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种类中是一大重要门类 无论是周朝八音的分

类 其中竹 土 匏 木类乐器均可以找出相对应的管乐器为代表 如竹 笛 箫 土 埙

匏 芋 笙等 还是现在的乐器分类法 吹管乐在整个乐器体系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同时吹管乐在中国也是产生最早 存在年限最长的旋律乐器 在原始社会的打击乐器由于

其不会产生曲调 因此在没有曲调产生的音乐发展最初阶段不将其纳入乐器范畴 有实物可

考我国出土的骨笛 距今已有七 八千年的历史了 大大早于人类有文化记载五千年的历史

虽然它是普通的兽骨制成并没有过多的加工或改造 但是其上所开的小孔足以证明当时已经

有了音调的产生 而且人们也将这普通的动物骨头变成了当时的吹管乐器 还有用陶土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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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一两个音孔的陶埙 近年来也随着考古的发展而揭开了它神秘的的面纱 据考古证明

此类乐器也具有着六七千年的历史 可见吹管乐器产生之早 历史之悠久 但是管乐器既然

有着乐器中长老的地位 它是如何随着中国文化的几千年历史发展 传承的呢 这便是此篇

论文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乐器的发展与音乐的发展过程是同样要经历由低到高 有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因此人类

最初的管乐器无论从制作﹑选材﹑定音等都较今天我们所常见的管乐器简陋的多 我们可把

中国的文化历程按时间及朝代分为各个阶段对管乐器的发展进行研究与讨论 由于管乐器

的制作材料不同所保存的状态也不同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依据所得的考古成果有实物可

考的乐器形态 对于那些传说或是史料中有记载但其实物尚未出土或随着历史离我们远去的

乐器只能作简要举证与推测  

第一章  中国古代管乐器发展概况 

第一节   原始时代 远古 夏朝 的管乐器 

在这一阶段人们的生产力水平极底 对自然与外界的认识是初始阶段 固然乐器的发展

进程缓慢而且种类甚少 对于这一时期的乐器研究只有依据考古研究资料以及相关的传

说  

苇  籥 礼记 明堂位 有载 土鼓 篑桴 苇籥 伊耆氏之乐也 这里提到的苇

籥是什么样的乐器呢 籥 字从字面上看是同 龠 字 龠 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或  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应当是接近当时 籥 的外观 可见苇籥乃是一种

编管乐器 其制作材料为竹或芦苇等植物的躯干 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其排列组成

的方式与音的安排可以从出土的与它年代相当的其它旋律乐器而推断 因为苇籥 这一乐

器实物我们无法获得或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经研究可知最初的 籥 应为二 三

管编成 也应是当时的旋律乐器 逸周书 世俘解 有载   人奏 崇禹生开 三终

可见 这一乐器在远古已出现并有 吕氏春秋 仲夏记 古乐篇 于是命 陶为 夏籥

九成 以昭其功 周朝 礼记 夏籥序兴 并注 夏籥 禹 大夏 之曲 以籥

吹之 夏籥 是为了歌颂禹治水成功而谱写的乐舞 由上可见这一乐舞形式主要以籥

作为伴奏乐器 舞者随着籥的旋律节奏起舞 可见苇籥这一乐器在当时运用之广泛 由

籥的结构来看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就是一种简单的排箫 但是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 籥

字通 就是 最初的小笙谓之 因此 籥 又被认为是今天笙最早的始主  

   哨 骨笛 在现今的考古发现中有相当数量的哨和骨笛类乐器 这类乐器虽无史料记

载 但是经科学化验发现此类乐器也有距今七 八千年的历史了 由于此类乐器不同的外形

种类繁多在此也就不一一枚举 选择有代表性的两例  

l 哨 河南长葛石固遗址二期墓葬出土的 李岗文化骨哨 对石固遗址出土的管形骨器的

探讨 史前研究 1987 年 3 月 这些哨用禽肢骨制成 管形 其截面呈马蹄形 两

端开口 中间部分有一个纵向椭圆开孔 其形式类似今俞逊发先生改制的口笛 其上还

有烧烤过的痕迹  

l 骨笛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出土的裵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文物 经科学测验其已有距今

七千年的历史 用截去两端的猛禽骨制成 由于材料问题此骨笛两端界面略有不同 其

上有八个开孔 其中七个开孔直径相当 还有一小孔直径较其他孔一半不到 位于第一

二孔之间 据音频的初步测试这只骨笛是具有六声徵调倾向的乐器 虽然其发声音高并

不规整 当时的制造与音乐的发展均处于初始阶段 但是其音律的排列 音孔的开凿均

先进于同时期的管乐器因此对于这件乐器在当时使用情况需进一步考证  

   埙 这一乐器为陶土烧制而成 也有石制的但数量极少 拾遗记 卷一 庖牺氏灼

土为埙 这可能是对这一乐器最早的记载了 经考古发现埙的出现的确很早 山西万泉县荆

村曾出土了三枚新石器时代的陶埙 距今有七千年左右的历史了 也就是在夏朝之前就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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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三个埙的外形不同 他们分别为长筒形 椭圆形和扁圆形 三者上的开孔数也不同 长

筒形的埙上有一个开孔 也可看为音孔 椭圆形的那枚埙除了顶部有一开孔外旁边还另有

一音孔 另外一个扁圆形的埙除了顶端的开孔外 旁边还有两个音孔 但是这三枚埙的发音

原理及制作材料有着共同之处 均为坛式发音 由土制成 这三枚埙的音高大致为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还发现 埙这一乐器在当时分布的地域较广 如除上述的山西万泉荆村

有出土此类乐器以外 还有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 山西万荣瓦渣斜出土的仰韶文化遗物 山

西襄汾陶寺遗址 河南尉氏桐刘出土的和河南龙山文化制品 山西太原义井村遗址 甘肃玉

门火烧沟遗址中均有类似的乐器出土 这些埙的开孔均为一孔到三孔不等 这是受到当时音

乐发展条件限制的结果 可见对于一个时期的乐器发展的研究是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当时

的音乐发展情况的 埙这一乐器的出现 有一种观点是认为它是源于一种狩猎工具 石流

星 飞弹 发展而来 因此虽然其外形各有不同但是均便于单手持握  

管 箫 吕氏春秋 仲夏记 夏桀作为侈乐 大鼓 仲 磬 管 箫之音 可推管

箫这两件乐器在当时存在的可能 但由于还未出土实物并且相关的资料甚少 只可进行推测

罢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 管 既我们前面所提及的骨哨 骨笛之类 而箫则与苇 相似 同

为编管乐器 根据后代的管乐发展情况来看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当史料与实物上不足的情

况下并不足以为信  

 这一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 生产力及其底下 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材料大多直接

取自大自然 乐器也不例外 从乐器的制作材料可以看出 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 生活的展

开 人们有了音乐的需求 各种各样的乐器就产生出来成为帮助人们情感抒发的工具 生活

中的朋友  

第二节  商朝的管乐器 

  在这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分开 奴隶主的祭祀活动十分普遍 他们向祖先问卜

并以所谓的祖先的意志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 因此出现了一种刻字于甲骨或牛骨上的记载方

式 我们可称这种记载叫作 卜辞 对于 卜辞 中甲骨文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音乐文化及

整个社会的发展情况  

埙 这一乐器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 到了商朝有所发展 也是现今考古发现的商代唯一

吹管乐器实物 早期的商埙有平底卵形 扁卵形或兽形 开孔为 1 3 孔与远古和夏代的

埙实物相类似而后期的商埙在外形和开孔上有所不同 外形上都以平底卵形为主 开孔为六

个 顶端为一个吹孔 前面有三个指孔 后面有两个指孔 其材料也多为泥制 音孔的增加

不但反应了制作上的提高 还反应出音乐上音律的发展 商代的埙可以告诉我们两个问题

1.商代的埙的制作已初步形成了系统化 后期商代的埙的外形基本定型 并只有大小两种规

格 2.从开孔的增加可推想出殷人已具有了多种音程 调式 调性的观念 为十二律的制定提

供了一定的条件 后代的埙也是在其基础上发展的产物  

言 言字在甲骨文作  字或 字 据郭沫若的解释此乐器为单管乐器类似箫 可能

为箫的前身 后来 尔雅 有注 大箫谓之言  

                                 第三节    周朝的管乐器 

周朝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提高 加上统治阶级对音乐的重视 礼乐制

度发展起来 统治阶级利用音乐文化来巩固其政权统治 确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以及音

乐教育制度 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明确的宫廷雅乐体系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 并且统

治者还利用音乐来宣扬其阶级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周朝的统治者对与音乐的社会功能已

有了相当的认识 周朝的六艺 礼 乐 射 御 书 数 之中礼和乐排在最前头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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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在当时无论是政治还是教育制度中礼乐的重要地位 在公元前 1058 年制定了礼乐制度

后 就将礼与乐视为同等重要 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巩固并完善其统治 周礼 正乐悬

之位 王宫悬 诸侯轩悬 卿大夫判悬 士特悬 又为舞队的人数进行安排 春秋 天

子八 诸公六 诸侯四 随着统治阶级对音乐的重视 势必推动音乐的发展 各种各样

的新生的乐器就在种环境中产生了 周朝可见于记载的乐器已达七十多种 后来 诗经

中有记载的也有二十九种之多 其中吹管乐器就有六种 由于乐器种类繁多 因此在周

朝形成了一种依据乐器制作材料的乐器分类法 共分为金 石 丝 竹 匏 土 革

木八类 称之 八音 其中竹 匏 土类乐器均以管乐器为代表 这些乐器大多都可以

演奏多音 竹类的有编管的每管均可发音的如 箫 有一管多空的如 篪等 匏类 利

用簧片置于匏中可多管发音的如 笙 土类 用土 泥 制成其上有多个开孔可演奏多

音的如 埙 这些乐器均是这三大类乐器中的代表乐器 周朝的管乐器不仅种类较前朝

有所增长 同时同一类型的乐器还有因大小而加以分类 如 箫这一乐器 又名参差

在 尔雅 释乐 中有记载 大箫谓之言 小者谓之茭 下面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当

时匏 竹 土这三类主要管乐器的存在状况  

1.匏类 匏 是指植物果实的坚硬外壳 这类乐器主要有  

簧 簧可以看成是笙 芋类乐器的总称 诗经 君子阳阳 中记载 左持簧 其

中注解有 簧 芋 笙管中金叶也 盖芋 笙皆以竹管植于匏中 而穷其管底之侧 以

薄金叶障之 吹则鼓之而出声 所谓簧也 故笙 芋皆谓之簧  

笙 笙的记载最早的可见 礼记 有 女娲之笙簧 的记载 但女娲的传说至今已

无证可考 但在周朝已广泛使用 诗经 小雅 鹿鸣 有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吹笙

鼓簧 承筐是将 并且在 诗经 中的注释也较之可信 笙十三簧或十九簧  

巢 尔雅 释乐 有记载 有笙谓之巢 可见巢是笙的一种 这种大巢有十九簧  

和 尔雅 释乐 有载 小者谓之和 和也是指一种叫小型的笙 并有十三簧  

可见在当时的笙有两种 巢 与 和 他们根据所用簧多少来区分 簧是植于这些匏类

乐器之中的通过气流震动而发声的一个装置 它装在那些竹管的底部 并且制作成型时

隐藏在匏中 也就是有多少簧对应有多少竹管 并且从当时的生产力来看 以及从汉字

的字源来说 簧字从竹 因此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簧与我们今天在簧类乐器中所见得金属

簧片是不同的 当时的簧应是由竹制成  

钟笙 周礼 凡祭祀乡射 共其钟笙之乐 注解有 钟笙 与钟声相应的笙  

竽 周礼 笙师 注有 郑司农云 竽三十六簧 应邵的 风俗通 竽 管三

十六簧也 长四尺两寸 今二十三管 可见在这一时期笙 竽是共存的一对十分类似的

乐器 只是竽的外型较之笙来得大 并且从簧数来看音域也会比笙来得广些 但是到了

后期随着音乐的发展 乐器的演变 宋朝以后竽这一乐器就逐渐被笙所替代了  

2.竹类  

箫 又名 参差 诗经 箫 编小竹管为之 这是韶乐的主奏乐器所以虞舜的 大

韶 也有 箫韶 之称 周礼图 大者二十四管 小者十六管 类似今天我们熟识

的排箫 在 楚辞 中有 吹参差兮谁思 并注有 舜作箫 其型参差象凤翼 参

差 指的就是当时的箫  

言 尔雅 释乐 大箫谓之言 言指的是大型的箫 有二十三管组成长约一尺四

寸  

筊 尔雅 释乐 小者谓之筊 筊这种较小的箫有十六管组成长约一尺二寸  

可见箫这乐器也有根据大小不同的分类 在当时已发展较成熟 他们的形状及发音原理 

与今天的排箫相似 在这种箫的发展过程中从外形上看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竹管从长到

短依次排列 第二种是两端编管较长向中间逐渐缩短 第三类则是所用的编管长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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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用蜡或是其它材料在每管的不同高度位子加以密封 以造成不同音高排列  

管 周朝的管不同于前面所提的远古时期所称的管 以土制成 类似骨哨的管乐器

而是用竹制成 礼乐 器礼 管 漆竹 长一尺 六孔 又有 周礼 春官 管如

篪 六孔 玄谓管如篴而小 并两管而吹之 可以看出当时的管这一乐器有单双管之分  

不但管有着单双管之分 同时在周朝对这一乐器同样也有大小之分 尔雅 释乐 大

管谓之荞 其中谓之篞 小者谓之篎  

籥 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夏朝此种乐器在 大夏 中用之较多 周朝时对于这一乐器

也有根据其大小不同加以分类 尔雅 释乐 大籥谓之产 其中谓之仲 小者谓之筠

同时还有根据不同制作材料而作成的籥 如 豳国的竹子为制作材料的籥 称为豳籥

而传统用芦苇为制作材料的则称为苇籥 可见在周朝籥类乐器在品种上是较之前朝有发

展的  

篪 诗经 何人斯 仲士吹篪 并注 竹曰篪 长尺四寸 围三寸 七孔 一

孔上出 径三分 横吹之 这是一种在周朝产生发展的横吹管乐器 有观点认为此种乐

器就是我们今天竹笛的前身 尔雅 释乐 大篪谓之沂 沂是当时对于较大的篪的

称法 在当时还有一种篪 周朝 礼记 仲夏之月 ….命乐师调竽 笙 竾 簧 并注

有 竾 即篪也 长尺四寸 又有 竽 笙 竾三者 皆有簧也 由此可推出 竾

既是指的一种带有簧的篪 但是这种乐器在以后的朝代就不见使用和记载  

3.土类 这一类乐器以埙为代表 当时还有一种成为缶的打击节奏乐器也是属于土类  

埙 诗经 伯氏吹埙 仲士吹篪 周礼 春官 埙 乐器也 以土为之 六

孔 这时的埙连吹孔共有六孔 可见是在前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 尔雅 烧土为

之 大如鹅子 锐上平底 型如秤锤 六孔 小者如鸡子 这可看出 周朝的埙在外形

上已经基本统一埙的形状由前朝的较不规则 如 管形 扁圆形等 发展成统一的 锐

上平底 形如秤锤 尔雅 释乐 中还记有 大埙谓之噐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较前朝大有发展 新的材料的出现促进了乐器的发展与革新

加上统治者对音乐政治功能的重视 又从侧面推动了音乐的发展 这一切为乐器的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因此这时期的乐器从种类到演奏性能都有所发展 这一时期时中国

乐器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管乐器 

这一时期社会变革剧烈 战争频繁 代表着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抱着不同的态度与观点

音乐领域也同样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思想和派别 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着

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 乐记 不同的流派比如战国时期的儒家 道家 墨家都

发表了各自相关的音乐理论观点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人认识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也有所

提高 各类的音乐艺术作品和音律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发展 比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 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其中孔子在这部总集中收集了 305 首精选的歌辞集 在南

方则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 屈原将这部分歌曲在民间的基础上改编而来 主要运用于民

间祭祀活动 充满了奇特瑰丽的艺术风采 同时我国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也

在这一时期产生 音乐创作的增加与乐律的发展必然推动乐器的改革与更新 这时期管

乐器主要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根据出土的实物大致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管乐器的

种类如下  

篪 曾侯乙墓有这一时期的二篪出土 举其中一例 篪身由竹构成 两端封闭五个指

孔 吹孔与音孔各在两端 根据吹孔与指孔的排列方式可以推断演奏方式为 双手掌心

向内横吹  

箫 曾侯乙墓出土两件 由十三支竹管构成 长短口径各异 编管构成  

笙 芋 曾侯乙墓出土有十八管笙 其中有簧结构与前朝的笙相似 但是设计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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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有相当大的进步 笙体为黑色并有红 黄二色的图案绘于其上 在云南红川李家山

还有出土的另一种战国早期的铜葫芦笙 它的主体斗嘴部分是用铜仿自天然的葫芦铸成

上面有七个斗眼 在它上面还有简单的饰品 但是由于这些出土的笙类乐器文物已破损

严重 因此对他们的音色如何以及演奏性能如何不得而知  

笛 这一乐器相传在战国末期已有流传 屈原的学生宋玉曾经写过 笛赋 其中所提

及的笛是指南方的笛 但是由于没有相关的实物出土 对于这件在诗词中曾出现的乐器

的进一步的情况还是个谜  

   这一时期的各种管乐都较前朝的基础上延续发展着 由于新的材料出现如铜的产生

使在乐器的制作中就以采用了这一新的材料 其它各类艺术的成熟也融入了乐器的制造

中 这时期的乐器上都可以看到各种艺术图案 笙 芋 这类管乐器在当时受到了相当

的重视 在当时已用 笙奏 二字来代表全部的乐器合奏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管乐发展 

秦汉时期 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形成并发展 在这个封建主义社会 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有利于各类艺术的发展 并且这个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 同时有许多他民

族的文明和文化丰富发展了汉族的文化 新兴的管乐器的出现正是由于其它民族的文化

传入而植根于汉族文化土壤上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鼓吹与横吹的音乐形式 音律的发展

京房六十律 以及 相和歌 和优秀传统音乐作品 胡笳十八拍 的出现均是研究我

国管乐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因为鼓吹和横吹着两种音乐形式的发展 使得管乐器在这

一时期应用十分广泛  

笛 在这一时期笛是一种竖吹与横吹两种笛的总称 不像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笛就是指

横吹的笛 当时在鼓吹 横吹 的音乐形式中 横吹的笛广泛运用 并也有将这乐器命

名为横吹 乐书 中记载 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 笛之类也 同时在这一时期还

有另一类少数民族传入的笛类乐器成为羌笛 这一乐器是由四川 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

传入 这是一种竖吹的笛类乐器 可见于天台山岩墓出土的汉吹羌笛陶俑 因此可推知

羌笛是与后代的箫有联系的 虽然此类乐器种类较多 但总体上他们都应是从外来传入

的 律书 中有 横吹 胡乐也 这时期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将笛类乐器混为

一谈 竖吹的 横吹的都叫作笛 只有通过对实物的确实研究才可得知确切的是哪种笛

了  

箫 这时的箫仍然在外形上类似我们今天的排箫 在当时盛行的军乐短箫鐃歌中为主

要乐器 由于行进中演奏的需要因此这时的箫外形较小 声音高亢明亮  

笳 这一乐器由西域传入 因此又称为胡笳 到现在这一乐器已无处可见 据记载这

一乐器最初是把芦叶卷起来吹奏 而后来发展成为将芦叶改成哨 并加之以管 分为有

孔 无孔两种 每种均有大小之分 其中装有簧 也属于簧管类乐器 后来有孔的笳逐

渐被筚篥所替代 而无指孔的胡笳则历经了各朝直至隋唐的卤簿鼓吹 仪仗乐 中还有

出现 当时蔡琰为此乐器所作的 胡笳十八拍 对于研究当时音乐美学思想 乐器发展

情况等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一时期管乐器的特点是由于封建统一集权的建立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新的

不同风格不同造型的乐器由外族引入汉族 并在汉族得到了发展与演变  

                    第六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管乐器 

   这一时期由于战事频繁社会动荡 人们的迁移活动加强了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交流 上

文所提及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更加紧密 同时汉族自身北方与南方的

音乐文化也形成了融合的趋势 中国的音乐文化在这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各种音乐

形式 各种新兴的或传统的乐器种类在这一时期广泛运用并迅速发展起来 为后来隋唐

时期文化的强盛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从佛教音乐的传入 音律上的探索荀勖的笛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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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 还有嵇康 声无哀乐论 的音乐美学原理的研究都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巨大音乐

成就  

筚篥 这一乐器是东晋初年阿拉伯地区传入 在外形上与胡笳类似 但其上有九孔

可见其在演奏性能上是较前朝有介绍的胡笳有所发展的 它与胡笳相同均是大合簧 复

簧 的有簧管乐器 这一乐器因其声悲 又有人称其为悲篥 而在隋唐年代出现的觱篥

也正是指代此乐器 陈阳 乐书 觱篥 一名悲篥 一名笳管 …..竹为管 以芦为首

状类胡笳而九窍 唐 觱篥格 曾记载 觱篥 本名悲篥 以角为之 后以笳为首

以竹为管 可见这一乐器虽然有多种名称 但从描述上来看所指的均为一种乐器 这件

乐器音色悲凉而特殊 音量宏大 并且从这时期的开孔数来看其音域应较为宽广 直至

今日 这件乐器还为许多艺术作品在渲染悲凉的场景时添色不少  

笛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荀勖所制的笛 他的笛竖吹 类似后世的箫 荀勖发现当

时的艺人们所演奏的笛多是七孔平均排列 在演奏及音律上都有不足之处 他发现笛上

的音孔的距离与音孔的大小均与音律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他就以制造符合不同音律 音

调 的笛子为目的 制造出了发音准确的十二支笛  每支用于吹奏一调 在制造过程中

探寻并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 为笛箫的发展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关于这十二支

笛音孔如何排列 以及各自的音调如何则与管乐的律制相关 作为下一章内容进行介绍  

第七节  隋唐五代的管乐器 

    这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在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 造就了这一时

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处于当时世界的先列 并且由于政权稳定 国家疆域广博 在这个

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里 音乐文化也同时以更广的面积更频繁的互相融和着 不仅边

区少数民族的音乐传入汉族同时汉族的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也在这时向西周的少数民族辐

射着 各民族音乐家和演奏者相互学习和交流更为音乐的多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

这时期的音乐家们积极虚心的利用国家强盛的条件向外邦学习音乐艺术 因此多种不同

的民族风格的音乐在隋唐时期都得到了发展 并且使得唐代的中国成为亚洲各国音乐文

化交流的中心 长安也是被誉为国际性的音乐城  

    从隋开始 由于各门类风格的音乐很多 因此就有隋 七部乐 十部乐 之分 这

其中每一部乐都根据不同地域的音乐风格分类 比如隋朝开皇初年间 七部乐 中就有

清商伎 国伎 龟茲伎 安国伎 天竺伎 高丽伎 文康伎七个部分 到了唐朝年间带

有民族地域性的音乐更加丰富分为 九部乐 和 十部乐 还根据演奏方式和演奏姿势

分为 坐部伎 六部 立部伎 八部 因此对于隋唐时期音乐的发展水平与高度均

是达到了空前的地位 因此在如此的音乐文化背景下 不但产生了大量的反应各地人民

生活的风格多样的音乐作品 而且使得在乐器方面 各种在前代已有的管乐器种类运用

更加频繁 在乐器结构上 音律上都随着表演运用的增加 乐曲表现的需要 而逐渐成

熟起来 如笛箫等 已形成或接近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式 但同样要看到的是由于各种

乐器成熟发展 有些乐器的缺漏与不足就表现暴露出来 要么转型为其他的乐器 要么

就被音色接近结构更合理的乐器所替代 直至在历史中失传 如埙这一乐器 由于其音

量小 音域窄 在众多的管乐器中其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就慢慢被其他的管乐替代了直

到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才在考古学家及艺术家的努力下才重新面见于世人  

    这一时期由于使用出现的乐器繁多 因此对于许多同类乐器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

但常以统称的方式来叫它 如 笛 在许多文献中均出现这一乐器 其实在相当长的时

间这只是各统称并没有比较明确的指明是什么笛 这时期由于前代此类乐器发展的基础

到这时已有多种变种衍生的管乐器 如洞箫 竖吹单管而无膜 横笛 义嘴笛 尺八

七星管 篪等等 因此为了更清晰的认识当时的此类乐器就需进一步的整理和归类 前

面我们所提的箫是编管类乐器 在这时依然沿用 当时并没有排箫的称法 而象横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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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嘴笛 七星管等等则被归于横吹的笛类 又由于其各自特点不同才在名称上加以区分  

横笛 这种乐器即是魏晋以来的横吹 乐书 横吹出自北国 梁 横吹曲 曰 下

马吹横笛也 今教坊用横笛八孔 鼓吹出俗 号为龙颈笛 这类乐器无膜而横吹  

七星管 乐书 有 七星管 古之长笛也 盖其状如篪而长 其数盈寻而七窍

横以吹之旁一窍 瞑以膜 而为助声 唐刘系所作也 可见这是当时另一件笛类乐器其

不同于横笛的特点是在它上贴有竹膜 今称笛膜  

义嘴笛 乐书 胡部 如横笛而加嘴 西涼乐也 今高丽亦用焉 可见其构造

与横笛相似 只是在其上吹孔处加了一个嘴子 但是对于其音孔多少和音律如何就尚未

发现相关记载  

    除了上述的这三种笛类乐器以外还有一种称为跋膝的笛类乐器 乐书 俗部 有记

其形如篴而短 与七星管如篪而长者异矣 唐清乐部用之 然亦七窍 具黄钟一均

它也是笛的一种较短有七个开孔 可见以上四类乐器虽然各自有其特点 但是却有这一

个共同点都是秦以后出现的横吹管乐器 他们与前面所提及篪不同,篪产生的年代久远

最早传说在舜帝的年代就有 到周朝时就已发展成熟 这件乐器在隋唐的 九部乐 十

部乐 的清乐中都有用及 而对于当时存在的洞箫及尺八则与上述的笛类乐器不同 他

们都是以竖吹的方式进行演奏 后来才将这两件乐器归为箫类 而原先专指编管的箫的

叫法直至元朝才被排箫所取代  

尺八 在唐朝将前面所提过得荀勖的笛改名为尺八 乐书 雅部 唐制尺八取倍

黄钟九寸为律 得其正也 或谓之尺八管 或谓之竖笛 或谓之中管 尺八其长数也

后世宫悬用之 可见这件乐器的命名是根据乐器的长度而定的  

洞箫 这种称法最先出自苏东坡 赤壁赋 客有吹洞箫者 倚歌而和之 其声呜呜

然 如泣如诉 如怨如慕 这里所指的已经不是以前认为的编管的箫了  

笙 这时较为常见的笙有大小之分 大笙十七 二十三管 小笙十二管 并且这时

的笙在制作材料上已经以木而取代以前的匏制 通典 今之笙芋以木代匏而漆 殊愈

於匏  

筚篥 这是前朝就以传入我国的外来乐器 大多数认为它是在胡乐器胡笳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 隋唐时期的筚篥有大小之分并且还有改变制作材料 如用桃树皮来作簧而取代

芦嘴的桃皮筚篥 在隋朝 九部乐 及唐朝 十部乐 中的高丽乐部都有采用此乐器

还有双管的筚篥 乐书 胡部 有记 安国乐器有双筚篥 还有 俗部 有双凤管

每管四孔 而一管音底一管音高 可见这件乐器在演奏时有特殊的演奏方式及效果  

埙 这一乐器只在唐朝的清乐伎中有使用 乐书 俗部 记载 圣朝太乐旧埙七

孔 今大乐埙八孔 上一前五后二 可见此时的埙从外形上看已经趋于成熟 但是由于

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在后代逐渐被其它乐器的优点所淹没  

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个时期各种管乐器以外还有几件当时存在的吹奏乐器值得我们注意  

铜角 通典 西戎有吹铜角者 长二尺 形如牛角 根据其主要制作材料为铜可

相信这件乐器是由印度或伊朗当时制铜业发达的地区传入  

叶 通典 衔叶而啸 其声清震 橘油尤善 在当时的清乐中也有将这独特的乐

器纳入乐队  

贝 通典 大蠡也 容可数升 并吹之以节乐 亦出南蛮 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

的海螺类乐器 吹奏时用嘴唇紧贴其头部 可以发出低沉而浑厚的声音 虽然今天很少

在乐队中看到它们 但是当时在隋唐的西凉伎 高丽伎 龟茲伎中都有将这件乐器纳入

正规乐队之中  

总结 我国管乐器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从原始社会开始外形各异的管乐器就在人们的

生活中出现 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朝代的交替 使得人类从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单纯于自然抗争到寻找并建立自己的文化艺术财富 管乐器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与探索中

从简陋走向复杂 为了满足人们的艺术文化追求管乐器的种类以及演奏和表演性能都在

逐步提高 秦汉以前管乐器主要是以本族发展为主 各种不同种类不同音色不同律制的

管乐器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的勤奋以及聪明才智 自汉代开始胡乐的引入各种外来

的乐器进入 不仅使新兴的管乐器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并且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祖先

开拓了视野加强与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如胡笳是由最初刚引入时无指孔只

有发一音的简单管乐结构 发展成为有簧有管有指孔 甚至有双簧双管的各种大小不同

制作材料各异的筚篥 并且至今这类乐器还在广泛运用 可见乐器的引入不但是在乐器

种类上所了一项 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带来其它的艺术文化的新气息 拓展了国人的

艺术思维方式 新的乐器引入同时还带来了新的曲目 并在其基础上刺激了艺术家们对

新的曲目的创作与发展 如 胡笳十八拍 就是蔡琰在参考了由当时匈奴传来的乐器胡

笳的特殊音色及演奏方法而创作的古琴曲 这首乐器不但融合了外来吹奏乐器胡笳与汉

族古典弹弦乐器古琴的演奏特点 并且更重要的是融合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 在

古琴史上和中国管乐史上都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典型例子 隋唐时期是一个从经济到艺术

文化都空前鼎盛的时期 管乐器的发展已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到基本成熟与定型 我们

今天的所熟悉的主要的管乐器在这时期都可找到原型 而且结构也已基本相似 有些这

时的吹奏乐器在以后的朝代中难以找到相关史料及乐器实物 近些年来才在考古学家和

音乐家的努力下将这些被历史遗忘的乐器搬上舞台如 埙 因此对于古代管乐器发展概

况简要的史实依据从原始社会到隋唐这一阶段为主要研究对象 虽然在以后的朝代管乐

器方面都有革新与新的发展 但是都是在隋唐时期管乐器的基础上稍加改动的一些变形

产物 存在时间较短对后世影响较小 因此暂不列为本文研究对象 我们在看到管乐器

从原始时期发展到盛事空前的唐朝 其自身在品种及乐器结构不断的进步的同时 我们

还应关注到的就是通过对管乐器的研究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音乐发展中律制是如何发展

的  

第二章 中国管乐与中国律制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管乐与中国律制发展概况 

音律的问题是整个音乐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研究环节 从古至今 从中国到外国 音

律是在众多音乐家及学者的努力下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 人们在各种各样的音乐实践中探索

并研究音律的特性 并且也随着音律的发展与成熟 音乐的诸多方面也成熟起来 如音乐的

创作 乐队的编配 乐器的发明与革新音乐的审美等等都与音律有着密切的关系 音律是人

们在长期在音乐生活与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依赖于人们的审美经验的一种对于音高以及音与

音之间关系的探索 中国的吹管乐器是中国乐器史上历时时间最长而且使用最为广泛的旋律

乐器门类 通过对于管乐器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管乐器产生 结构特点

及音色状态等等乐器自身的情况 同时由于从考古学的的角度来看管乐器在出土的文物中种

类数量居多 保存的状态较为完整 对于我们研究音律这一音乐形态中重要的元素在历史长

河中的发展过程来说是可贵的见证 并且管乐器本身除了具有研究音律学的重要价值外 由

于管乐器大多制作较为容易 制作材料容易在自然中取得 因此它成为人们艺术生活的亲密

伙伴 以至在历史上有音乐家们直接从管乐器着手对音乐律制加以探索 不仅促进了音律的

发展 同时提高了乐器的表现性能及制造水平 可见对于管乐器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

律制时不可忽视的一大环节 管乐器对于音乐律制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 相传黄

帝时代的伶伦已模仿凤凰的鸣叫制出了十二支律管 凤的叫声有六个音 伶伦就模仿凤的叫

声制作了六支律管 这就是后来的黄钟 太簇 姑冼 蕤宾 夷则 无射六律 凰的叫声也

有六个音 伶伦模仿凰的叫声也制作了六支律管 则是后来的林钟 南吕 应钟六吕 大吕

夹钟 仲吕 从此便确立了音乐中的基本要素音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音律 在这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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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种乐器各种音乐形态就出现并发展起来 但这只是传说中所描述 对于伶伦所创制的律

管形态如何 如何演奏 音律的具体情况是怎样都无从得知 但是从出土最早的舞阳贾湖的

骨笛 距今 8000 多年 可看到 管乐器在音乐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和音律的发展紧密联系在

一起 两者相互推动促进与发展 由于吹奏乐器产生于较早的历史年代 加上制作结构较简

单 制作的材料相对其它乐器更易保存 因此从现今发现的管乐器出土文物着手来研究我国

音律的发展情况是最具有可行性和权威性的 最早的音是如何产生 人类最初的音程观念是

怎样 人类是如何形成音阶概念并使音乐发展起来的 我们都可以通过对现有所保存的管

乐器文物中寻找答案  

第二节  古埙与律制的发展 

    我们以陶埙为例这类乐器距今约有 6 7 千年的历史了 其文物原型也已先后多次在我

国不同地域被挖掘 通过对这类管乐器的研究可以看到我国的音阶产生以及音律发展等重要

问题 最早在我国六十年代挖掘出土的是西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有代表性的居住遗

址中发现的二枚有两孔的陶埙或称为陶哨 这座遗址被测定为距今六千多年 因此这两枚陶

埙也应有六千余年的历史 这两枚略相橄榄形的陶制乐器形状相似其上有两个开孔 中部一

孔 顶端一孔 通过对其吹奏测音 发现其开孔与闭孔发音正与钢琴上的小字三组 f-a的音

相近 通过这个近似小三度的音程我们发现我们祖先在当时也就是六千年以前已具有原始的

音高概念 这个小三度音程也属于中国传统音乐五声音阶中重要的音程 但是否五声音阶就

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来证明  

  这有待于进一步实物与史科的考证  
闭孔音 升孔音 

f3    (+42) ba3       (+80) 
 

随着研究的展开 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二枚同样的二孔陶埙 一吹一 

按 一是山西万荣县荆村出土地 新石器时代遗物 另一是郑州西郊旮旯王村出土的 殷

代 虽然其外型与西安半坡的陶埙有所异 但是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 就是每枚埙发出的

两个音 一闭一开孔 之间的音程关系都是小三度 每枚埙发出的音之间音高不同 从这

几枚出土地埙的文物实物中可以看到虽然这些埙出土的地域上有着差别 但是每枚埙所可奏

出的音程共同性证明了从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社会的殷代这种小三度音程是普遍存在

的 这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共性 通过它 我们可以推知历史上这种小三度音程从母系氏族

社会时代到奴隶社会的殷代一直存在 并且还可能是包含着这样一个小三度音程的音阶在华

北地区的各氏族社会中存在  
荆材陶埙 旮旯村陶埙 

闭孔音 c3(+18) 闭孔音 g2(-20) 
开孔音 e3( 42) 开孔音 b2(-47) 

当然这里所举过的例子只是陶埙的最初形态 陶埙作为一件民族管乐器也是不断发展的 后

来出土的万荣荆村陶埙以及太原义井陶埙都在其上有除吹孔外的二个音孔 共三孔 经测

前者发出的三个音 全闭 开一音孔 开二音孔 构成两个音程 e2(-40)~b2(-3) 纯五度和

e2(-40)~d3(+22) 小七度 后者太原义井陶埙所发三个音构成两个音程 e2(-20)~g2(-3)

小三度和 e2(-20)~a2(+20) 纯四度  
万荣荆村陶埙 太原义井陶埙 

全闭 e2(-40) e2(-20) 
开一音孔 b2(-3) g2(-3) 

开二音孔 全开  d3(+22) a2(+20) 

 

可见音乐音程度发展在小三度的基础上通过管乐器发展体现了出来 而且恰好的是这两枚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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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都在山西省内 但两个出土遗址相距三四百公里却有着惊人相似的筒音 全闭音 而且

若把这两个陶埙所发音合并起来 正好可以构成我们所熟悉的五声音阶  

 

 

 

 

    这一点就更加证明了 通过对原始管乐器埙的测试与分析我们可得知在这两枚埙产生的

年代人们就已有一定音阶的概念了 从原先只有小三度音程度基础上发展了起来 随着考古

代进一步发展有更多的有价值的陶埙浮出了地面 这些埙中有三个音孔 五个音孔 六个音

孔的 它们产生的年代和地域都大有不同 并且由于音孔数的不同 各种埙的音域和音阶排

孔也大有差异 但是都随着历史的进程成为当时音律发展有效证据 从殷代五音孔的陶埙就

可以完整的吹出七声音阶 甚至还可以吹奏出一部分半音 到了汉代出现六音孔陶埙等等

无论各个出土的埙的外形特点音孔个数和发音状况如何 我们看到埙作为一件管乐器它的发

展是受到人们对音律音阶的认知水平的程度而制约的 它是不可能抛开人类对音律的认识而

独立存在地 同时又看到埙这种制造材料丰富 结构简易的管乐器也成为可陪伴广大人群的

生活中的伙伴 人们对音阶的认识对音律的理解也是在对这些乐器的不断摸索反复测试中而

逐渐成熟深入的 根据审美以及合理性的要求而逐渐固定下来 从一孔埙发展到五孔埙六孔

埙这近三千年的时间 正是人们利用身边的乐器加上他的智慧去接触音乐探索音律的过程  

从对于出土地最早的吹管乐器陶埙的音律研究上我们可以看出 作为众多乐器门类之一点管

乐器从其发展的最初形态就与音律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在中国的乐律发展上

始终都存在着管律与弦律的两种不同又十分相近的律制 但是管律与弦律二者的发展情况如

何 二者的关系如何 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第三节  管律与弦律 

     从管乐器先于丝弦乐器产生的年代我们可以看出管律的形成应是先于弦律的 人们最

早是通过手中已有的管乐器来寻找绝对音高的标准的 这个绝对音高的标准是人们进行演唱

演奏尤其是有多人加入的演出形式中所必须的条件 在原古时期的骨哨骨笛以及近现代出土

较多的石埙 土埙 即使出土的地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经测试均也有相似的音和音程关系

的存在 可见在原始文化初期各类管乐器就已成为绝对音高音程的载体了 还看到在舜时伴

奏 韶乐 用的箫 夏代伴奏 大夏 用的籥 这些均为管乐器 可见这类管乐上所体现出

反应出的音程音律关系也已成为这时音乐的创作表演的一个标准  

    但是随着音乐的发展乐器种类的增多 是不是律制都始终以管乐器为主 以管律作为音

乐创作表演都应遵循的法则呢 随着人们对于音乐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新乐器如丝弦类乐

器的出现 又出现了新的音律制度 历史上最早的有规律的推算律制的方法三分损益法 就

是在弦乐器上探索出的一套较为科学的弦律 这套音律的制定是与发音体长度以及振动相关

的 由于管乐器产生的年代早 有些人认为三分损益法也可视为一种管律 如从秦代吕不韦

和他的 吕氏春秋 开始 以后有关讨论乐律问题的文献中 几乎都将三分损益法用于管律

或是在三分损益问题上将管律与弦律混为一谈 诚然管乐器的音高与管的长度与振动频率十

分相关 这时将管律与弦律混为一谈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在管上发出的音高还与其它多方

面紧密联系 比如管的内径大小 气口的角度 开空的位置等等 甚至对于管乐器制作的材

料的不同都会引起音高的差异 而对于这些与音高联系的因素在三分损益法中并为提及 管

子 地员篇 有记载 凡音将起五音 凡首 先主一而三之 四开以和九九 以是黄钟小

素之首 以成宫 三分而益之以一 为百有八 为藢 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 适足以是生商

有三分而复于其所适足 以是成羽 有三分而去其乘 以是为角 而从三分损益产生的年

代周朝已经有琴和瑟等弦乐器 因此我们相信三分损益法是在弦乐器上摸索出来的针对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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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律制算法 并不可等同于管律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虽然三分损益法是一套弦律 但是这是人们在对于音高有了明确的概

念后在逐步摸索出来的 这与管乐器的较早出现 给予人们音高的概念是分不开的 不仅如

此 在音乐的发展进程中还有些音乐家直接从管乐器出发来探索新的音律规则和乐器制法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其中以曾提到的公元 274 年荀勖研制十二笛来探索音律问题的影响最为

卓著  

第四节 荀勖的笛律 

    这里所说的荀勖的笛实则今天大家所常见的箫的样子 在当时荀勖注意到艺人们演奏的

笛上有七个孔位 包括吹孔 平均排列 随着乐律的发展不能符合音律的要求 于是就开始

研制能符合三分损益律的新的笛 共有十二支 每支可吹奏一调 他制作的切入点是从寻找

正确的管口校正入手的 直吹出气的管乐器如笛 箫等都是需要管口校正的 这样才会使得

管乐器发出的音合乎正确的音律要求 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三分损益法这一弦律可直接

套用管乐器的制作 其实不然 如果根据三分损益法制出的管乐器 也就是按照三分损益来

在笛上制定音孔的位置 会使所发出的音与三分损益法所规定的音大相径庭 因此为了制

作出符合三分损益音律规则的管乐器 荀勖就借助管口校正的方法来计算和制作新的笛 在

公元 274年 他就初步找到了管口校正的基本规律 他发现管与弦在测定音律上存在着区别

三分损益法所要求参考的是某一定长度的弦的振动 而对于笛箫这类管乐器的测音则主要以

管内气柱实际振动长度为依据 在吹奏筒音 全按音孔 或某个单音时 气柱的动能并不会

在管乐器的底端或所开音孔位置就截然消失 它是要突出管口或是某个音孔下方一段 这样

如果我们表面的从管的实际长度入手来套用当时盛行的三分损益这一弦律的话我们就无法

找到符合正规律制的音高 秦汉时期的京房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他认为按照三分损益这一方

法就可直接用之于管乐器 认为管长只要符合弦长的十分之一就可以制得符合律制的管乐

器 并且还在三分损益的基础上将原有的律制扩充为六十律如 汉书 律历志 中有记载京

房六十律的列表 其中有以下几行  

黄钟 律九寸 准九尺 

太簇 律八寸 准八尺 

林钟 律六寸 准六尺 

    这里 准 是指一种弦乐器 律 则指的是律管 若将这一规律用于实践就会发现除

了定音的那支律管以外 其它五十九支律管是无法发出符合弦律的那种被认为和律的音来

他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将管与弦等同起来忽略了管乐的特殊性 简单的将管乐器的长度作为

研究对象 并用三分损益的方法加以套用 而荀勖这正是注意到这点 发现管乐器的发音是

与演奏管乐器时 实际的振动气柱的长度相关 这个长度与乐器的管长存在一定差值 便是

管口校正律  

    这样将管长缩短对管口进行校正或是将音孔的位置提高也就是缩短音孔与吹孔的距离

按照这样的长度计算方法加上三分损益的方法才能在管乐器上得到符合律制的音高 这个校

正律可用于所有直吹的管乐器 荀勖的成就在于他已经初步找到了这个律的数值 并且将这

一重要理论付诸于实际的制笛当中 经过他的试验他找到黄钟笛的管口校正约为一个黄钟的

长度与一个姑冼长度之间的差值 根据杨荫浏先生所提供的资料黄钟笛的管口校正约为

20.779776 16.418588 4.361188CM 荀勖所制成的十二支不同调的笛子 每支都有六个按

孔 五个位于前面 一个在后和唐代的尺八相似 他所做的笛以四倍角音的长度为全笛长度

以黄钟笛为例 就是以四倍的角音姑冼音的长度作为全笛的长度 并把筒音定为黄钟宫的三

度音姑冼音 并把笛身正面的离吹孔最近的位置定为黄钟宫的开孔位置 它与吹孔的距离正

好是黄钟的长度加上姑冼长度的和在 宋志 中有记载 作黄钟之笛 将求宫孔 以姑冼

及黄钟律 从笛首下度之 尽二律之长而为孔 则得宫声也 他的其余的十一支笛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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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制作 只是以不同的音为宫音从而获得不同的调 如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冼等等 同时通过史料我们还可看到荀勖的笛上具有 三宫 的按指法 也就是在

同一支笛上可演奏三种不同的调式 晋书 律历志 上有关于荀勖笛上三调的记载 以黄钟

笛为例它们分别是正声 下藢 清角 正声相当于今天的 F 调式 下藢在当时是一个新的

调式相当于 C 调 而清角则相当于 A 调 在荀勖以前的汉就以流行了相和三调 平调 清

调 瑟调 到了荀勖年代 清商乐代替了相和歌 相和三调也就演变为了清商三调 而荀勖

笛上的三调中正声调就是相和歌或清商调中的平调 以宫音为主 而清角调就是瑟调 以

角音为主 下藢调则是这一时期一种新的调式 由上可见荀勖对笛音律的探索不但初步发现

了制笛过程中使笛合乎弦律的基本原理 认识到管口校正的存在 为笛的制作的出了新的方

法 并且为笛上翻调的演奏技法创造了条件 丰富了笛的演奏技法 更重要的是他对笛的制

作探索推进了律制的发展 普及了律制的运用 虽然在对于他的评价中还有许多不同观点

但是荀勖在管乐器革制及律制的模索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总结 中国的管乐器 不但是音乐发展的历史见证 同时又是人们认识音乐探索音乐的工具

从整个管乐器的发展来看 管乐器的发展过程就是从简陋到复杂 从少到多 从独立到吸收

融合的过程 他历经了政权的变换 朝代的更替 但它始终是人民生活中的伙伴 是音乐历

史长河中不曾间歇的一条脉络 管乐器从出现到现在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了 现在的管乐器

的状况又是如何运用情况怎样 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介绍现今的各种主要的管乐器在民族音乐

体系中的存在情况  

 

第三章   管乐器在当代民间乐队中的应用分析 

    管乐器作为中国传统乐器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它与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秦汉

时期就有鼓吹乐的音乐形式存在并发展着,这是一种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兼有歌唱的

乐器合奏形式.在汉代鼓吹分有四种形式1.黄门鼓吹,用于宫殿供皇帝君臣的宴乐.2.骑吹,

皇帝出行时在途中演奏.3.横吹,用于军乐,振奋气势.4.短箫铙歌,军队凯旋时演奏.这时的

鼓吹就以箫,笳等管乐器与各式打击乐器合作进行演奏.随着历史的发展,管乐器的传承,这

一民间的乐队方式也通过口传心授等方式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现在流行于民间的吹打乐如

“吹打”,“吹歌”,“鼓吹” “鼓乐”等都与秦汉时期的鼓吹乐不无渊源 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体系

中的重要遗产.它们中的许多是我们研究中国音乐发展时不可多得的宝贵素材.通过管乐器

在这些民间音乐形式中的使用情况 不仅可以看到管乐器是如何再现今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

用 同时还可以对现存的民间乐种进行一些探讨  

山东鼓吹 这一乐种流行于山东省各地 现在于鲁西南的荷泽 济宁地区最为流行 当地城

镇乡村都已家族近亲组成“鼓乐房”或“鼓乐班” 在婚丧喜庆活动中演出 这种民间的乐队形

式中管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乐队分别以唢呐 又称大笛 锡笛 小唢呐 管子 笛为

主奏乐器 其他乐器还有用笙及各种打击乐器 钹 小镲 云锣 大锣 小锣 乐鼓 皮鼓

简板等 又根据乐队编制和乐器的不同有多种组合方式 常见的有 单大笛乐队 一只唢呐

对大笛乐队 两支唢呐 锡笛 笙 笛乐队等等 这一民间乐种所演奏曲目多源于民歌小曲

地方剧种“梆子戏” “大弦子戏”等 主要曲目有 朝天子 傍妆台 凤阳歌 一枝花

百鸟朝凤 等  

西安鼓乐 在民间称为“细乐”或“乐器” 主要流行于陕西西安地区 是一种以管乐器为主的

乐器合奏形式 多在每年夏秋之际 为了庆丰收而进行演奏 在当地的乡会 庙会中最为多

见 西安鼓乐既是对神演奏 又可以满足听众 是当地民俗文化于中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这个乐种的演奏方式分为行乐与坐乐都是由管乐器及打击乐器组成 笛这一管乐器在

其中始终是乐队的核心乐器 还配有其他管乐器如 笙 管 行乐的代表曲目有 铜鼓

玉矫枝 四合金钱 等 坐乐的代表曲目有 尺调双云锣八拍坐乐全套 云调坐乐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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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番鼓 这一民间乐队形式主要流传于江苏南部长江中下游地区 特别是苏州 无锡 常然

一带较为流行 管乐器在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笛和鼓为乐队不可缺少的重要乐器 并且在

加有弦乐器的基础上 如 托音二胡 梆湖 琵琶 还有其他管乐器的加入 如 箫 笙

小唢呐等 这种乐队形式一方面用于道教科仪 另一方面又可用于民间凤俗节日与一般的喜

庆活动 十番鼓的代表性套曲有 满庭芳 雁儿落 甘州歌 等  

笛套古乐 主要流传于广东省朝阳棉城等地 明清以前从中原传入 这个乐种突出笛的演奏

风格古朴幽雅 代表性套曲有 四大景 江儿落 八仙欢宴 迎客松 等 在广东省朝

阳县还有另外两种以管乐器笛为乐队演奏核心乐器的乐种 笛套大锣鼓与笛套苏锣鼓 所不

同的是所使用的打击乐器不同  

北京智化寺京音乐 这是一种主要运用于寺院中的佛事音乐 如 智化寺 地藏寺 夕照寺

观音庙等这种乐队以管作为其主奏乐器 并且还有笛 笙配以云锣 铛子 镲 铙 钹等

打击乐器演奏曲目有 小华严 望江南 金字经 迎客松 等  

晋北笙管乐 流传于山西北部 这种音乐既在民间也在僧道的寺院和道观中传承 以1 2

支管子作为乐队的核心乐器 现代的乐队中还有笙 笛 长号 海螺 牛角加入演奏 打击

乐有 云锣 木鱼 大钹 大铙等在寺院及道观中坐法事时演奏用于辟邪祭神 而在民间这

可用于婚嫁殡葬演奏 这个乐种中演奏的八首著名的套曲被称为“山西八大套” 它们是 青

天套 扮妆台套 推辘轴套 十二层楼套 大骂渔郎套 箴言套 鹅郎套 劝君杯

套 在民间还专门成立八音会 作为专门的演奏此音乐的组织  

辽宁笙管乐 佛教称其为梵乐 民间俗称笙管乐 主要流行于沈阳鞍山一带 同样也可分为

在佛教寺院和民间流传 演奏方式分为坐乐和行乐 以管作为其乐队演奏的核心 并由笙笛

箫运用其中 辽宁笙管乐演奏的曲目有 山荆子 净水瓶 醉太平 大朝阳 等 

山东笙管乐 俗称“细乐”在鲁中鲁北鲁东都有盛行 以泰山岱庙和胶东笙管乐为代表 主要

运用范围包括祭祀 道教法事民间风俗三个方面 乐队中有笙 管 笛三种管乐器 并以管

子作为乐队演奏核心乐器 常严演奏曲目有 青羊 山坡羊 南被吉 等 

吉林鼓吹乐 主要流行于吉林省的辽源 双辽 长春 吉林一带 多以专门的鼓吹组织“鼓

乐班” “鼓乐房” 或“鼓乐棚”等来进行演奏 用于民间婚丧嫁娶 喜庆佳宴 祭祀典礼

迎送宾客等 与辽宁笙管乐一样也分为坐乐与行乐 以唢呐为主奏乐器 有大中小唢呐可根

据不同场合来进行选择 还有单管子 双管子 笙 大号也常用于乐队之中 吉林鼓吹乐演

奏的曲目可分为“汉吹曲”“大牌子曲”“杂曲”三类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 钟鼓楼 大青天歌

雁儿落 一枝花 浪淘沙 等 一般来说 吉林鼓吹乐对于红白喜事所演奏的乐曲与程

式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如坐乐只用于丧事 而行乐较多用于喜事 如用于丧事则只用唢呐

小钹大号几件乐器  

江南丝竹 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等地 以丝弦乐器和竹管乐器相结合的器乐演奏形式

晋书 乐志 就有记载 “丝竹更相和”可见古人就发现了管乐器与丝弦乐器搭配的独特魅

力 现代的江南丝竹以笛及二胡为乐队中最主要乐器 也可随着编制的扩大加入箫 笙 三

弦 琵琶 扬琴等 江南丝竹是现今民族音乐中较有影响的以大派别 乐曲多是来自民间乐

曲曲牌 曲调爽朗流畅 节奏明快 多给人以清新优美之感 代表曲目有 欢乐歌 云庆

四合如意 行街 三六 老六板 等  

    除了以上以上这些管乐器作为主奏乐器或是核心乐器的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民间乐种

外 在其他的乐种如以其他乐器为主奏乐器的乐种 管乐器的使用也是十分多见的如北方弦

索 南方南音 福州十番 闽南十音 广东音乐 还有各种地方传统戏曲中管乐器的使用也

是不可缺少的 最早元代杂剧就已有“鼓板”乐队伴奏 包括了鼓 笛 拍板三种乐器 现代

的京剧乐队中除了有京胡 京二胡 月琴 为主要乐器外 还将笛笙加入其中用以伴奏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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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中的昆曲曲牌 吹腔及山歌调 或是用唢呐 海笛与打击乐器配和进行武场的演奏 还

有河北梆子乐队中有用梆笛﹑曲笛﹑海笛 豫剧的乐队中配有方笙 唢呐 川剧乐队中用笛

笙唢呐配和其他乐器为唱腔伴奏 粤剧中乐队根据乐曲唱腔的不同风格有选择的采用笛 喉

管 短筒等管乐器为表现乐曲内容烘托气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见管乐器作为中国传

统乐器的一大种类从古至今都始终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诸多的乐种及音乐形式有如一

块阵地保护继承着管乐器的原风 保留着传统传统民族音乐的精髓 比如各种管乐器的传统

演奏技巧 传统曲目 传统乐队编排方式 传统的音乐社会功能等等 这对于中国音乐发展

来讲是十分具有价值的一个基地 但是音乐的发展并不是停滞不前 如果这样它势必会被遗

忘或是被外来的其它音乐体系所替代 因此就管乐器的发展而言 要在对现有管乐器现存的

基础上按两条路来进行发展 一是以传统历史为研究对象 形成更清晰更系统的中国传统管

乐器发展体系 并可通过教育将其传播 二则努力以改革乐器 创作曲目为主要手段 让民

族管乐器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两者缺一不可  

 

 

第四部分    现今管乐器的发展状况及乐器改革的讨论 

第一节 现今管乐器发展概况 

    管乐器发展到了今天经历了历史演变与变迁,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乐曲的创作上都有了

相当大的提高,各种管乐器的种类也已有了明确的划分.如横吹为笛分有曲笛与梆笛 竖吹为

箫,有南北之分.南箫多粗而短,名为尺八,按照隋唐时期尺八发展而来.北箫细而长,称为洞箫

其外形类似于魏晋时期的笛,在当时与之相区分的横吹就发展成了现今的笛了 还有早在远

古就有的籥这种乐器到了周朝,人们称为箫.由于其是编管而制 因此今天的人们就用排箫的

名称使之与箫相区别 对于那些由外来民族所传入的民族管乐器经过中华民族自有的文化融

合后依然存留在现今的舞台上如筚篥,唢呐,管子等.他们中有许多带有浓厚的地方性民族特

色,因此在现今这类乐器较多的存在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内,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少数民族

种类丰富,因此这类最早由外邦传来的簧乐器如 筚篥 经过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智慧的创

造与改进 使得这种乐器种类十分的丰富 数量繁多 在现今整个中华大地上的民族管乐中

占有相当大的成分,如哈尼族的巴乌,景颇族的三比,苗族的芦笙,阿昌族的葫芦丝 苦聪人的葫

芦笙,朝鲜族的细筚篥等等.在当今中华大地少数民族管乐器中除了有凝结着少数民族兄弟姐

妹智慧的新生乐器外,并且还完好的保存着远古继承下来的乐器种类如"回族管乐器泥哇呜,

瑶族的牛角,布衣族的海螺等等.他们保护着历史的原貌也就是我们研究民族管乐器发展不可

多得到活化石 当然我们要注意到从整个汉族的现今所存的民族管乐器的种类上来看,与古

时相比,在数量上少了许多.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三方面的原因  

1  今天的管乐中种类的概念范围越来越大.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发音原理类似演奏方法

相近的不同乐器到今天则归为同类.例如今天笛这一类管乐器历史上曾存在有篪 横吹

长笛 羌笛 横笛等等不同的但是十分类似的乐器种类  

2  今天对于大中小同类也不用另一种的名字加以区别.多以音区调性和风格加以区分 例

如 今天的排箫在周朝时称为箫,又名参差或凤尾在 尔雅 释乐 中有注 大箫谓之言,

水者谓之茭 言和茭都是当时人们根据其大小不同而加以分类又如笙 诗经 君子阳阳

注 笙十三簧或十九簧 尔雅 释乐 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 巢与和也是当时人

们为区分的叫法,而对于今天的所存的管乐器 这种用以表示同种乐器又根据其大小不同而

逐个命名的方式已被调性和直接以大小相区分的方式所替代.因此在乐器种类上就不会显得

多而复杂  

3  其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乐器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自身演奏性能及历史原

因在乐器历史进程中悄然离开或是只保留在应用范围很窄的少数民族地域中 很少在当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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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出现 如 埙这一乐器在唐代以后的史料中就极为少见.到今天这一乐器也只是刚刚在

考古工作者与音乐研究者手中慢慢重新走入当今管乐器的大家庭,还有如螺,角之类也有着悠

久的历史的管乐器,现只存在于部分少数民族的民间祭祀活动之中  

    可见从现今的民族管乐的存在状况来看在管乐器的保存以及发展,还有需要进一步的挖

掘和努力.当然在我国众多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乐器的制作,乐曲的创作,技巧的探索乐器

的发掘与革新上都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在杰出的演奏家的努力下,民族管乐器的风格与派别也

成熟起来,为繁荣民族管乐的艺术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在笛子演奏上当今最有影响的

北派大师冯子存先生,刘管乐先生,南方的陆春龄,以及南北风格相结合的,赵松庭先生.他们演

奏风格韵味各具特色.演奏技巧高超,并且还在演奏的基础上创作出优秀的笛子作品,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笛子演奏家,不愧为笛子大师 他们改编或创作的许多笛子曲在笛子

演奏的舞台上堪称典范之作 如冯子存先生根据华北地区流行的器乐曲牌整理加工而成的

五梆子 陆春龄先生根据湖南民间乐曲加工而成的 鹧鸪飞 刘管乐先生于五十年代创作

的 荫中鸟 ,赵松庭先生改编的三五七等,都是笛子发展中不可多得的名曲  

在这些大师的指导下和带动下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笛子演奏家与制笛名师,在这些人的

智慧努力下继承并发展了丰富的演奏技巧如  双吐﹑三吐﹑颤音﹑循环换气﹑双吐循环换

气等等,大大增加了笛子的表现力 同时还创造出许多优秀的笛子独奏曲 牧笛 ﹑ 牧民

新歌 ﹑ 春到湘江 ﹑ 黄河边的故事 等等,许多笛子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融入了丰

富的演奏技巧,成为深受听众喜爱的舞台上保留曲目 加上现代还有许多制笛名家通过他们

的科学测试与精工细作,使得经过他们制作的笛子从音色音到演奏都可称为上品 都成为演

奏者珍藏的挚爱 正因为有了演奏家作曲家乐器制造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 笛 这件管乐器

在今天保持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有着众多的学习者与欣赏者,成为了现代管乐器中的主要代

表乐器.从笛子这一主要的民族乐器,现今的发展状况来看,民族乐器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件乐

器要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具有旺盛的生命.这是需要多方面齐头并进的发展的 在

笛子这件乐器发展的同时我国其他的管乐器的发展状况是如何地呢?我国现存的主要管乐器

除笛之外还有管子 笙 唢呐 箫 排箫等等 这些管乐器都是在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并且到

今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今天所见之箫在隋唐以前均称为笛或尺八,在唐朝苏轼的 赤壁

赋 中才首次出现洞箫一词 此后人才对这一乐器逐步改变了笛或尺人的称法 到了今天箫

分为二类,上文之有提及与分为洞箫与尺八,由于今天箫与笛在演奏时口风与指法上相似,因

此许多著名的笛子演奏家也是箫的演奏家 箫独奏的代表作有 梅花三弄 ﹑ 春江花月夜

等古代名曲 箫声,空灵柔美,适合表现忧郁深沉的乐曲  

第二节 中国现存主要管乐器 

管子 现今我们看到的管子是由东晋时就已从西域流传进我国的(簧管乐器)筚篥发展而

来.根据宋代陈阳 乐书 记载 觱篥 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龟兹之乐也 以竹为管,以

芦为首 状类胡笳而九窍 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为头管....然其大者九窍,以觱篥名之,小者

六窍以风管名之 可见宋的筚篥已处于乐队中领奏的地位 现今的管子分有南北之别 北

方的管子多用木质而南方的则采用竹制 在音色上也有很大的差别 北方木质的管子发音高

亢明亮 而南方的竹制管子则浑厚低沉 现在较为普遍流传的是以木制管身 以质硬的芦苇

加工而制成双簧哨子 并开有八孔 前七后一 由于乐队的需要在改革家手中还创制了加

键的中 底音管子 管子的经典独奏曲有根据 辽南鼓乐 同名笙管曲牌整理加工而成的 江

河水 乐曲其声凄厉其情激越 加上管子特有的音色加以表现更为感人 同样管子发展到

了今天也形成了许多演奏技巧 有滑音 垫音 涮音等等 使得这一乐器有了更丰富的表现

力 杨元亨著名的管子演奏家 不但吹奏技艺精湛 并且还在中央音乐学院最先开设了管子

专业培养了优秀的管子演奏者  

唢呐   百鸟朝凤 实现今一首极受欢迎的唢呐独奏曲 唢呐这件乐器也是现在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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