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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箫吹奏法》是一本基础入门的教课书，共分四部分：一、乐器概况；二、基本练习方法；三、技巧
训练；四、综合练习。
在这一部分里，读者可以了解到箫的历史和它的特点。
第二部分主要是掌握基本姿势、呼吸理论和运用，以及音阶练习和转调的训练。
第三部分是常用技巧的练习，从气、指、舌三个方面进行专门训练。
    这里要提到的一点是：本书以八孔箫训练为主，因为这便于技巧的掌握接触曲目的范围也比较宽。
如果没有八孔箫，六孔箫也可以使用，但个别难度较大的练习典只能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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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乐器概况　　（一）历史简述　　现在常用的箫，据记载起源于汉代西羌的“竖笛”，故又
称“羌笛”。
相传最初的箫只有三、四个音孔，汉代京房时期（公元前77——前37年间）加成五孔，直到魏朝（公
元220——295年间）才有了六音孔的箫。
　　唐、宋时期，人们将“横吹”的古笛，称为笛，将“竖吹”的古笛，称为箫，以示区别。
因为箫管上开有几个音孔，所以又称洞箫。
唐代诗人李白在《宫中行乐辞》中把箫比做“凤”——“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故又有凤箫之
称。
　　（二）箫的种类　　1.洞箫　　直径为2.2厘米左右，开有六个音孔（前五后一）。
通常称洞箫，也称凤凰箫。
这种箫在民间最为流行，一般在乐队合奏中担任领奏，并在江南丝竹的器乐演奏中占有重要位置，在
戏曲乐队中也时有出现。
　　2.琴箫　　直径为1.7—1.8厘米左右，开有八个音孔（前七后一），比洞箫略微细一点。
在民间也称雅箫。
一般用于古琴与箫的合奏中，由于它的音量较小，比较典雅悠静。
　　3.玉屏箫　　直径在1.05厘米左右，比琴箫又细一点，开有六个音孔（前五后一）。
一般采用贵州玉屏产的黄色竹子制作，因此得名。
这种箫的音量更小，箫管外有时还刻有龙、凤图案，一般用于自娱或作为工艺品。
　　4.南洞箫　　比上述几种箫都要短而粗，长度是古代鲁班尺的一尺八寸（现在的57公分），因此
亦称尺八，开有五个音孔（前四后一）。
现在我国福建沿海一带较为流行，主要用于为“南音”唱腔和“南音”器乐套曲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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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箫吹奏法》以八孔箫训练为主，因为这便于技巧的掌握接触曲目的范围也比较宽。
如果没有八孔箫，六孔箫也可以使用，但个别难度较大的练习曲只能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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