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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笙 ，作为我国民族乐器中较为古老的乐器之一 ，至今已有 ３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 。 在悠久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 ，它也和其他乐器一样经历过变迁 。

自夏商时期就有了笙 ，当时它被称为 “竽” ，到春秋战国时期 ，以当时对乐器的 “八音” 之分 ，

笙被列入 “匏” 类乐器之中 。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笙这种乐器迎来了它的初步发展阶段 ，有了 “笙” 、 “竽” 之分 。虽然它

们同属笙类乐器 ，但由于当时笙管使用数量的不同 ，以及它们在多个不同地域出现 ，才有了两个名

称 ，当然 ， “竽” 名在先 。

到隋唐时期 ，宫廷音乐发展兴盛 ，笙作为 “燕乐” 乐队中的重要一员 ， 随着盛唐音乐的发展 ，

也在自身历史中有了一个辉煌发展阶段 。隋唐初期 ， “竽” 已经发展到三十六管 ， 笙则基本定型为

十三簧和十九簧 。到中唐时期 ，笙又发展到了三十六簧 （管） ， 并且能以半音排列的模式进行演奏

使用 。由于它的造型酷似凤凰 ，因此 ，这种笙被称为 “三十六簧凤笙” 。

唐代末期 ，由于宫廷音乐的逐渐衰落 ，更多的宫廷乐工流向民间 ，各种民族乐器也走入了一个

近似低谷的发展阶段 ，笙同样未能幸免 。到宋元时期 ，笙类乐器当中的 “竽” 逐渐消失 ，笙也基本

只保留了 “十三簧” 、 “十九簧” 的形制 。至明清时期 ，笙的发展基本上延续了宋元时期的状况 ，并

且只是在民间吹打乐 、民间音乐会和一些民间祭祀音乐当中使用得较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民族音乐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因此 ，民族音乐的发展迎来

了一个新的春天 。民族乐器由此进入了一个继承与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 ，必须将遗留下来的

十三簧 、十四簧 、十七簧笙加以改良 ， 进行音域扩展等革新 ， 才能够适应新的音乐文化需要 。 因

此 ，笙制作专家 、演奏家同心合力 ，经过努力研究与试验 ，终于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完成了二十一簧

笙的定型 ，增加了音位 ，扩展了音域 。在随后的约 ２０ 年里 ， 经过科研人员 、 笙制作专家 、 演奏家

的不断研制改良与应用试验 ，笙已由原来简单传统的十三簧 、 十四簧笙逐渐发展改良为二十一簧 、

二十四簧笙 ，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对音域的再次扩展 ， 实现了高 、 中 、低音声部的区别制作 。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前后 ，三十六簧 、三十八簧的现代方笙 、 圆笙 、 抱笙 、 键盘笙等都相继问世 ， 并得到

了演奏家的高度赞扬 ，满足了民族乐队 、乐团的使用需要 ，同时 ，笙这种古老的民族乐器也迎来了

它历史上的第二个辉煌发展阶段 。

笔者作为一个 “笙者” ，总是愿意将笙的基本历史和教学经验告诉大家 ， 并与大家共勉 。 这始

终是笔者的一个心愿 ，本书的出版则是心愿的一次满足 。

本书主要分为传统笙训练和改良笙 、现代笙训练两大板块 。在传统笙训练板块尊重了在群众笙

演奏与伴奏中常用的四 、五 、八度组合为主的和声配置规律 ，因为这样的和音组合方法在音效上比

五 、八度的和音组合更浑厚 ，更适合于伴奏和娱乐性演奏 ，应保留并传承 。改良笙 、现代笙训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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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主要针对笙专业学习人群的学习与训练进行编写 ，和音组合以五 、八度的现代组合方式为主 ， 并

以快速练习 、专业技法练习 、专业伴奏练习 、笙的专业维修为重要学习内容 。

本书经过 ３年多的撰写与编辑已顺利成稿 ，在撰写的过程中不但得到了许多笙演奏家的大力支

持 ，同时也得到了我的研究生的许多帮助 ，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

笔者虽然在笙的演奏与教学领域已有几十年的经验 ，但对笙的深入理解仍显欠缺 。因此 ，诚挚

期待着同行们对本书的不足毫不吝啬地提出批评与指正 。

张跃进

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２０１２年 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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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笙的历史沿革
笙 ，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 ，属簧管类的吹管乐器 。据 枟诗经枠 记载 ，笙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已经在宫廷音乐中进行使用 ，如 枟诗经 ·小雅 ·鹿鸣枠 就有 “鼓瑟吹笙” 、 “吹笙鼓簧” 之语 。当
时笙分为两种 ， “大笙谓之巢 ，小笙谓之和” 。大笙 “巢” 有三十多根管 ；小笙 “和” 有十几根管 ，
并在乐队当中担任重要的主奏或领奏角色 。由此可见 ，笙是一件具有悠久历史的吹管乐器 。

二 、笙的基本结构与种类
笙由笙斗 、笙苗 （笙管） 、笙脚 、簧片 、笙腰 （笙箍） 几部分组成 。 笙斗在古代用葫芦或木质

材料挖制而成 ，现在是用铜板切割 、冲压 、焊接制作而成 ，从形制上主要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 。笙
斗上方平面开有直径相同 、数量不等的圆孔 ，作为安插笙苗之用 ；笙苗大多以紫竹截制而成 ，在正
面的下方开有手指按孔 ，在竹管背面开有长方形或圆形的发音孔 （或叫音窗） ， 发音孔位置的高低
与竹管发出的音高有着绝对的关系 ；连接在笙管下端的为圆形笙脚 ，它一般采用较硬木质制作 （多
采用花梨木 、红木） ，中间开槽 ，笙脚的下半部分呈开口半圆形 ； 簧片是笙的发音源 ， 安装在笙脚
的半圆处 ，由响铜片镪制而成 （多采用锣片和吊镲片） ；笙腰由竹片或较薄的金属条围制而成 ， 用
来拢住安插在笙斗上的笙苗 ，避免笙苗散开 （图１唱１） 。

图 １唱１ 　圆笙构造图

笙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根据需要在不断地丰富与变化 。特别是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起 ，笙又
迎来了一个灿烂的发展阶段 。到 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 ，笙再也不只是原来十几苗的圆笙和方笙 。经过不
断的改革与发展 ，从其形状上来分 ，主要已有圆笙 、方笙 、抱笙 、排笙四大类 （少数民族的芦笙和
葫芦笙暂不去讲） 。圆笙和方笙多为高音笙 ，抱笙和排笙多为中音笙和低音笙 （图 １唱２ ～图 １唱５） 。

圆笙和方笙 ，笙苗一般为十几根至三十几根不等 ，主要用于独奏或小型乐队的伴奏 ；抱笙和排
笙一般由三十几根笙苗组成 （多为三十六簧） ，属中音或低音乐器 ，多用于中型和大型民族乐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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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唱２ 　圆笙
　

图１唱３ 　方笙
　

图１唱４ 　抱笙
　

图１唱５ 　排笙
　

三 、笙的演奏姿势
笙的演奏姿势主要有两种 ：立式和坐式 。独奏或为一件乐器单独伴奏时一般采用立式 ；伴奏或

合奏时一般采用坐式 。立式演奏 ，演奏员要将两腿自然分开站直 ， 略挺胸收腹不要耸肩 ， 眼睛平
视 ，大臂略微打开持笙 ，笙要略向右倾斜 ， 以使眼睛能够看到观众或谱台上的乐谱为宜 ； 坐式演
奏 ，双腿自然分开 ，略挺胸收腹 ，眼睛平视 ，大臂略微打开持笙 ，笙要略向右倾斜 （多指三十六簧
以内的高音笙） ，以使眼睛能够看到观众或谱台上的乐谱为宜 （图 １唱６ 、图 １唱７） 。

　 　 　 　 　 　 　图 １唱６ 　立式 图 １唱７ 　坐式 　 　 　 　 　

　
常用持笙演奏手型见图 １唱８ ～图 １唱１０ 。

图 １唱８ 　流行河北 、东北等地的
左手图形

图 １唱９ 　改良的左手图形

　

图 １唱１０ 　常用的右手
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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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笙的常见音位排列图
笙与其他乐器不同 ，在全国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音位排列方法和演奏指法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

地域辽阔 ，不同地域的演奏家 ，在当地民俗 、民风的滋养下养成了各自的演奏习惯 ，使笙无论在音
位还是演奏指法上都时有区别 。虽然近些年来大家对笙音位的排列和演奏指法都进行过不少合理化
设计 、探讨与改进 ，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存在着较大差异 （参图 １唱１１ ～图 １唱１７） 。

图 １唱１１ 　 “河北笙” 十七簧音位指法图

　 　就北方来说 ，各地的笙多是在河北笙的音位和指法基础上衍变而来 ，这种音位排列方法在全国
范围内也最为常见 ，因此 ，本书就以这种使用较为普遍的笙音位排列方法为例进行撰写 。笔者顺便
收集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音位排列图供学习者参看 ，如与实际情况仍有出入 ，应以该类笙产品的现
有音位图为准 。

图 １唱１２ 　河南十四簧方笙音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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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３ 　常用十七簧笙音位指法图

图 １唱１４ 　孙家冬制二十四簧加键圆笙音位指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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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５ 　张跃进二十八簧加键圆笙音位指法图

图 １唱１６ 　张之良三十六簧加键扩音圆笙音位及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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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７ 　三十六簧加键扩音方笙音位



第二部分

笙的基础练习





第二部分 　笙的基础练习 11　　　

笙的基础练习部分 ， 以十七簧 、 二十一簧笙为主用乐器 ， 以学习传统和音 、 基础单音和
常用演奏技巧为主要内容 ， 并以基层的演奏者和业余爱好者为主要训练对象而编写 。

一 、传统和音
传统和音 ，是笙的一种非常古老的和音组合方法 。用传统和音进行吹奏时 ，一般不太注重谱面

音符不同八度音的变化 ，因为无论旋律中音符的音高在不同八度音域如何变化 ，乐器总是在一个不
变的八音度域内奏出变化了音域的各个音符 。这一和音吹奏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将乐谱旋律当中复
杂变化了的八度音高简单化 ，以 “不变对万变” 。因此 ，传统和音的吹奏方法简便易学 ，音响饱满 ，
深受群众的欢迎 ，在民间吹打和基层文艺团体中有着深厚的使用基础 。

（一） 传统和音的组合方法

笙本身是一件和音性乐器 ，它所吹出的每一个音均是由二至四个单音构成 ， 如 “ ” 是由 （ ）

三个音组成 ， “５” 是由 （ ） 三个音组成 。它的和谐组合方法 ，一般是将主音的上方五度 、 下方四

度和主音的上方或下方八度音叠置 ，简称 “四 、五 、八度的音法” ，如 ： “５” （ ） 、 “２” （ ） 。 用这

种和音方法吹出的音响浑厚饱满 ，但旋律的八度音高变化听起来较模糊 ，因此 ，传统和音一般多用
于伴奏或合奏中 。

（二） 传统和音组合图解
以十七 、二十一簧笙为例

唱名 组合音 苗数 唱名 组合音 苗数

１５ 　 １４ 　 １３ ５ 　 １

７ 　 ４ 　 １１ １４ １２ １３

５ 　 ３ 　 １０ １７

１４ 　 ２ 　 １３ ９ 　 １

１５ 　 ４ 　 １２ １６ 　 １７

７ 　 ３ 　 １１ 　 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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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音组合相近比较图 （便于记忆）

（三） 传统和音练习曲
※ 点音 ：点音即为轻轻的单吐音 ，它是在适当软化了单吐音强点的基础上吹奏而成 ，吐音点柔

和而不生硬 。点音一般用在起句音 、连线的开始音等位置 ，目的是让起句清楚 、规整 。常见的使用
结构 ：

，在标有 “ 磽 ” 的位置使用点音 ， 点音一般不在乐谱

当中标记 ，只是一种吹奏中的技术要求 。

练 习 一

1 ＝ D 　 4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 ↑ ” 代表吹气 ， “ ↓ ” 代表吸气 。
（２） 每个和音的抬指 、落指要整齐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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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二

1 ＝ D 　 4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注意音符时值的变化和连线 。
（２） 要将连线吹好 ，被连的两个音符不能断开 。

练 习 三

1 ＝ D 　 4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注意节奏的变化 。
（２） 音乐的句逗感要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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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四

1 ＝ D 　 4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注意高音区手指要按孔准确 。
（２） 左手手掌在按孔时要保持放松状态 ，不要整个手掌紧贴笙斗 。

练 习 五

1 ＝ D 　 4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断连” 吹奏要清楚 。
（２） 长音的气息控制要均匀 、平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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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六

1 ＝ D 　 2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看清跳进音程 ，按孔要准确 。
（２） 加入单吐 。

练 习 七

1 ＝ D 　 2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注意附点音符的时值要准确 。
（２） 注意八分音符和四分音符的时值区别 。

练 习 八

1 ＝ D 　 2
4

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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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１） 注意长音的气息控制 。
（２） 各音符上的换指要迅速准确 。

练 习 九

1 ＝ D 　 2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注意旋律的歌唱性 。
（２） 读清句子 ，换好气息 。

练 习 十

1 ＝ D 　 3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注意附点音符时值的准确 。
（２） 注意 “点音” 的吹奏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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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一

1 ＝ D 　 2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切分音的时值要准确 。
（２） “点音” 的奏法要清楚 。

二 、转调练习
笙的转调是在本调的基础上按照音阶的对应关系吹出其他的近关系调 。笙的种类很多 ，能够形

成任意转调的笙必须是具有半音序列 ，如三十六簧圆笙 、 方笙 、 抱笙 、 排笙 、 键笙等均可任意转
调 ，但常用的笙多为二十一簧左右 ，这样的笙由于音阶不能形成半音序列 ，所以它的转调就受到了
一定的局限 。因此说 ，若要实现任意转调就必须具备半音序列音阶 ，或部分音域能形成半音序列 。

我们以 D调十七簧 、二十一簧笙为例 ， 它能转出的具有全音阶的调一般为 G 、 A 、 C 三个调 ，
其余调均为不全的音阶 。因此 ， D 、 G 、 A 、 C为 D调笙的常用调 。

（一） 转调音阶对位图
转 A 调
A 调音阶

A 调对位音

D调对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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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C 调
C调音阶

C调对位音

D调对位音

转 G 调
G 调音阶

G 调对位音

D调对位音

（二） G调练习曲

练 习 一

1 ＝ G 　 4
4

中速

注意事项 ：
（１） “４” 音的按孔要准确 。
（２） 开始速度可放得再慢一些 ，熟练后再按速度要求进行 。
（３） 注意音符时值的准确 ，旋律进行时音符时值要均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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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二

1 ＝ G 　 3
4 选自 枟雪绒花枠

中速稍快

练 习 三
1 ＝ G 　 2

4
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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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四

1 ＝ G 　 2
4

中速

练 习 五

1 ＝ G 　 　 4
4

（三） A调练习曲

练 习 一

1 ＝ A 　 4
4

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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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二

1 ＝ A 　 2
4

练 习 三

1 ＝ A 　 2
4

练 习 四

1 ＝ A 　 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