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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应该是一个相对宽泛、包容的大概念，少数民族音乐是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
机组成部分。
有专家考证，早在夏、商、周时期、少数民族音乐家就已进入中厚献演于宫廷。
周朝设有专门掌管少数民族音乐的官吏。
春秋、两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公元一世纪的匈奴人西迁，使中国音乐史乃至人类文明史发生
了巨大变革。
许多少数民族音乐都是歌、舞、乐一二位一体，自成一统，很难梅其剥离分割开来，如苗族、水族、
侗族的芦笙舞，彝族的三弦舞等，这些形式自然离不开乐器伴奏。
有些民族的歌、舞、乐相对平衡发展，有的民族纯器乐的音乐比较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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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木叶，顺手摘一片树叶就可吹奏。
它应该属于“八音”的哪一音？
四类的哪一类？
实际上，木叶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流行的一种乐器。
《旧唐书。
音乐志》记载：“啸叶，衔叶而啸，其声清震，橘柚尤善。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对吹叶有生动的描述：“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
”可见吹叶作为演奏技艺在唐代已列入宫廷乐队。
在成都西郊，前蜀时期的王建陵墓中有一组引入注目、神态逼真的石刻伎乐浮雕群像，其中一女乐伎
右手食指和中指按树叶于唇间正在吹奏，左手还握着几张备用的木叶，足见木叶历史源远流长。
⑩吹木叶，原也是苗族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吹叶藤”。
苗乡四处生长着一种小叶藤，其叶片发音清亮悦耳，人们常用它来吹奏苗歌和山歌，这种山歌一般带
有“咿”、“噢”等引子，尾声还有衬词，风格独特。
“吹叶藤”在苗族青年男女社交活动与爱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男女青年通过吹叶藤表达感情、寻
伴交友。
幸福家庭、恩爱夫妻，大多都是“吹”成的终身伴侣。
还有人说，苗族的吹叶，再现了唐风余韵。
木叶无需加工，它是一件天然乐器。
少数民族的乐器大多是在生产生活中，因地制宜、随手拈来，体现了他们的勤劳、智慧和想象力、创
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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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弦织七彩.伟大的音乐·国韵华章(民族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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