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族 音 乐 简 介 二 题
揭 大 韵

楼 弹 乐 器

我国是癸明蚕探很早的一个国家
。

用粉制做各种

乐器的弦
,

是非常柔和动听的
,

在使用上胜于铜矫弦或
皮弦

,

尤其适用于用手指甲澄弹的乐器
。

这是由于赫

撇推的特点和以它制成的弦在定音高度与涨力方面都
具有特点的椽故

。

因此我国的乐器中古琴
、

筝
、

琵琶
、

三弦等
,

在演奏方面能充分的翌展手指的弹澄伎巧
,

既

牛富多彩
,

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

这些乐器的技巧
,

都
达到了世界的很高水平

,

每年世界青年联欢节
,

我们的

琵琶演奏或古筝演奏等
,

总得到很高的砰价 金臀奖

章 可以挽明这一个尚题
。

我国雄弹乐器琵琶
、

筝运用的涨力滑音
,

确是世

界上很少见的一种演奏方法
。

一般攒弹乐器的滑音都

是指板滑晋
。

运用指板有晋位或者无音位
,

左手上下
滑动取普阱做指板滑晋

。 ’

准独我国的笋利用支住
,

架

高筝弦
,

使支住对两端的弦起杠杆作用
,

右边弹弦左边

按弦
,

左边下按右边弦晋增高
,

各种援急揉动的下按方

法
,

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涨力滑音和富于藉言色彩的变

化
。

先按后弹 放弦
,

先弹后按 紧弦
。

可以使本来的

晋降低或增高二度到四度的差别
。

琵琶弹奏时左手按

弦的揉动推拉使弦的涨力翌生变化
。

二度或三度的滑

高
,

是琵琶演奏中最常用的推弦方法
。

这种涨力滑普
,

是世界的缺弹乐器中很少有的演奏方法
,

我摺应栽珍

砚而且应蔽变展它
。

世界的一般邃弹乐器都是自接近身体的弦起
、

内

弦音低外弦晋高
,

我国的颐弹乐器古琴
、

筝
、

瑟恰恰相

反
,

内弦晋高外弦音低
,

因为队弓肇是把乐器放在桌子
上

,

人减去了执拿乐器的担负
,

更能渡挥左手的灵活

性
,

便于登展高度的按弦技巧
,

如古琴的吟
、

揉
、

掉
、

注
,

虚
、

打
、

带起
、

余音走弦
,

多弦变化等
。

我国古代的乐队
,

弦乐器都是俄弹的
,

历代的音乐

著述也很少见有拉弦乐器的查料
,

仅轧筝
、

筑
、

奚琴
,

可以用畏竹片击或拉
,

元朝以后才有用蔫尾拉的胡琴
。

这些情况挽明了古代我国的弦乐器中主要 是 掇 弹 乐

器
。

这与西洋的 况恰恰相反
,

他摺的弦乐器变展主

要是拉弦乐器
,

挺弹乐器是不被音乐家作曲家重砚的
,

除苏联 以及其他砒会主义国家 重砚他佣的三角琴和

一些民族的龄惮乐器外
,

很少冠到交响乐队里有搜泽

的乐器
,

这也瓮明我国的攒弹乐器在世界的音乐文化

中是怎洋的一朵花
。

我国的队弹乐器是变明很早的
,

远在孔子时代已

挫普遍的使用了古琴
。

琵琶一类的抱弹的乐器划始于

秦汉
。

因为“

琵琶
”

这两个字是攒弹乐器演奏动尔的丧

示 —
“

推前日琵
,

引却曰 琶
”。

就是向外弹丧琵的声

晋
,

向内弹遭琶的声音
,

所以后来的掇弹乐器都阱做琵

琶 忽雷吗二弦琵琶
,

秦琴吗秦琵琶 又名秦汉子
,

阮

成阱阮咸琵琶 又名阮
,

三弦畔直项琵琶 又名弦数
,

今 日的琵琶前身吗曲项琵琶
,

还有五弦琵琶
、

六弦或
七弦八弦的琵琶

。

直到宋朝以后
,

这种琵琶总称才渐潮

的不用
。

同时
一

根据各自的使用要求
,

也渐渐的分别盗
展起来

,

抱弹乐器有琵琶
、

三弦
、

阮
、

秦琴
、

月琴
、

双清
、

忽雷
,

浑不似
。

少数民埃弹掇乐器有 东不拉
、

塞他尔
、

拉瓦甫
、

都塔尔
、

克木子
、

弹赘兑等
。

我国的澄弹乐器古琴
、

琵琶
、

筝
、

三弦等虽然已有

高度的演奏技巧
,

但乐器本身肯有一些美中不足的缺

点
,

这些缺点妨碍了它的进一步登展
,

因此我们还耍从

以
一

几方面去努力
,

有的乐器晋量不够
,

有的乐器构造妨碍了技巧

的窿核翌屡
,

我佣要改革音量
,

增广晋域
,

腌化音胃
,

并

使它便于和声与搏稠的应用
。

、

筒化技巧符号
,

使用五楼谱耙音
,

固定晋定弦

榻成系硫进度的学督材料
。

、

盗展新的指法
、

新的技巧
、

创造新的演奏方法
,

使能表现更丰富更多样的现代题材的乐曲
。

、

每件乐器要全面的向各派学普
,

并棕合各涯是

处翌展自己
,

使后入超过前人
。

、

吸取西洋晋乐的科学理渝
、

及世界赴弹乐器的

优点
,

培养广胃的眼光和修养
,

使
“

外为中用
、 ” ‘“

古为

今用
, , 。

古 代 的 军 乐

我国古代的军乐
,

都阱做
“

鼓吹
”。

汉蔡邑淤
“

鼓

吹境歌
,

策乐也
。 ”

我国的军乐有着更久远的傅视和昆

载
,

但
“

鼓吹
”

这个名字期始自汉朝
。

班超博挽
“

建初八
年

,

拜超为将兵使
,

假鼓吮瞳靡
。 ”

文献通考靓载
“

北狄

召



之乐
,

本焉上乐
,

自汉以来总归鼓吹部
。

刘撇定军示啼己

载
“

鼓吹未知其始也
,

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
,

鸣茄以

和司薪声
,

非八音也
。 ”

从这些弓文
,

可以使我佣知道
“

鼓

吹
”

是和罩队联在一起的
,

它和‘般的音乐有所不同
,

而且受了
“

北狄
, ,

音乐的一些影响
。

乐府持集二十一的

昆载 “
横吹曲其始亦捐之鼓吹

,

禹上奏之
,

盖罩中之乐

也
。

北狄褚国告焉上奏乐
,

故自汉以来
,

北狄乐总归
‘

鼓

吹署
’。

其后分为二部 有箫茄者
‘

鼓吹
’ ,

用之朝会道

路
,

亦以抬踢
,

汉武帝时南越七郡告系合
‘

鼓吹
’

是 有

鼓角者为
‘

横吹
’ ,

用之罩中
,

再上所奏者是也
。 ”当时的

“北狄
”
自今 日我国的北部或蒙古

。

但汉朝的鼓吹乐
,

也有从西方来的
,

陈暖乐害
“

武帝使张赛通西域
,

得其

横吹辱上乐摩呵兜勒二曲
,

傅之西京李延年因胡曲更

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
。 ”

于此可见
。

汉朝是
“

鼓吹乐
, ,

翌鬓的起点
,

也是鼓吹乐坐吴的

兴盛时期
。

现窿我们的
“

军乐
” ,

常常和
“

典礼乐
, ’

混在

一起
,

正因为典礼乐应被有军乐的气魄
,

在我国古代也

是如此
。

据礼乐志鼠载 东汉明帝时除将
“

鼓吹
”

分为

四类外
,

当时的音乐分为四品 一 大予乐 二 周烦雅
乐 三 黄阴鼓吹 四 短薰境歌

。

据此更可知
“

鼓吹罩

乐
”

在当时整个的音乐活动中占重耍的地位
。

所霜
“

鼓
吹乐

”

分为四类是 一 黄阴鼓吹 二 骑吹 三 横吹

四 短箫境歌
,

这是当时的四类典礼军乐
。

以后历代

的
“

鼓吹乐
”

制度上虽或稍加变更
,

基本上却因醇于此
。

所以在音乐史上
,

成为一个系抗
。

现在把汉朝的鼓吹普乐的分类解耀如下 一 “
黄

朔鼓吹
, ,

是汉朝皇帝宴乐群臣用的大鼓吹乐
,

突际也是
宴乐性臀的大典礼乐

,

因为这种演奏又增添了蒜竹乐

器和唱歌的人
。

汉官仪昆载
“

黄阴鼓吹百四十五人
”

当时除奏乐的人以外
,

肯有
“

随乐歌唱者十数人
”

宋害
乐志昆载

“

粉竹合作
,

执节者歌
” 。

二
“

骑吹
”

是率驾

从行所奏的晋乐
。

帝王百官郊祭或出巡的时候演奏这

种
“

骑吹
”

主要的乐器是茄及其他吹奏乐器
,

没有歌唱

河南邓县学庄村彩色画像碑墓中的“鼓叭 乐队仁部分夕画像
。

的人
。

三 横吹是古代军队中再上所奏之乐
,

主要的
乐器是

“

鼓角
” 。

四 短箫镜歌是凯旋时奏的社庙的音

乐
,

因同屡罩乐乃列于
“

鼓吹
” 。

汉以后历代的
“

鼓吹乐
”

都能找到祥袖的昆载
,

因

为是
“

悲壮之音
,

足以动人
,

罩旅卤薄
,

势不能磨
” ,

所以
历代帝王都相当的重祝

。

各朝代也均有修靓
,

成为历

代封建梳治阶极晋乐中不可少的祖成部分
。

豹路述其

演变的梗概如下
隋代“

鼓吹
, ,

分为四部 一 桐鼓部 二 镜鼓部

三 大横吹部 四 、

横吹部
。

桐鼓部所用的乐器舒有

桐鼓
、

金规
、

大鼓
、

小鼓
、

畏鸣角
、

次喘角
、

大角七种
。

桐鼓畏三尺
,

朱漆
,

演奏时由人架着或背着
。

金赶是

黄色合金制的厚撰
。

古代角类的乐器与明清的号角相

似
,

好像现在的大小咳呐
。

唐代的“

鼓吹
‘ ,

分为五部 一 鼓吹部
,

其乐器如隋
桐鼓部而无大角

。

二 羽葆部其乐器如隋跷鼓部而加
“

稼
”“

于
”

三 晓吹部 四 大横吹部 五 小横吹部
。

宋辽鼓吹分前部
、

后部
,

和汉唐旧有的分法不同
,

但奏乐的人往往增到数百人
。

’

元代乐志貌太祖初年征用西夏旧乐
,

其声清厉镇

锉
,

有唐鼓吹之遣
。

太宗十年征金太常遣乐
。

关于鼓

吹的制度
,

无明确分类
。

明代乐志税大抵集汉唐宋元之旧
,

而稍更易其名
,

对于
“

鼓吹
”

的制度
,

未觅另行规定
。

清代鼓吹
,

枕名
“
跷歌乐

”。

内分 一 卤薄乐 二

前部乐 兰 行幸乐 四 凯旋乐
。

清代
“

鼓吹
”

此蛟完

备
,

这四部
“

境歌乐
”

的配器
,

除恢复一些古代制度外
,

增添了一些乐器
。

清代的宫廷音乐中
,

除去
“

鼓吹镜歌
乐

, ,

外
,

肯有
“

清音
”

也阱做清乐
“
十番乐

” “ 茄吹曲
”

“

番部合奏
” , “

中和韶乐
” , “

丹陛大乐
”

等很多演奏形

式
,

都是值得我护淞掘出来加以研究的
。

清朝以前所演奏的鼓吹乐谱
,

大 部 失 傅
。

清 朝

的鼓吹乐稽
,

在民简还流傅着一些
。

这些大都保存在
北京老一蜚的鼓吹艺人手中

,

他

们现在仍能演奏一些鼓吹大乐
。

我们知道古典普乐的祀稽法是不

够完备的
,

有乐谱也不能解决全

部演奏上的尚题
。

我看到过老鼓
,

吹艺人抄的工尺糟
,

是和演奏不

相符的
,

乐碧非常的简翠
,

而演

奏却非常复杂
。

因此我感觉到北

京的老鼓吹艺人摺尚能够演奏清

朝的几套鼓吹大乐
,

是非常可竟

的
。

年代刹为南北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