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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笙，古人曰“匏”、“芋”，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据《韩非子·内储说》记载：“齐宣王使人吹
竽，必三百人”。
其编制之豪华、场面之壮观，令人感叹。
到如今，随着民族音乐的不断繁荣，笙以其音色甜美、技法丰富、个性中庸等特点，成为了民族乐队
中不可缺少的乐器，深受中、外广大听众的喜爱。
　　本《教程》是专为三十六簧半音阶段排列的方、圆笙而撰写的，其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使
之具有练习的科学性、教学的先进性和教材的系统性等特点，适用于音乐院校学生和专业笙演奏者以
及广大的笙专业爱好者。
　　本《教程》采用“五线谱”和“简谱”两种记谱形式，从而使练习者的“固定调”概念和“首调
”概念均能够得到训练，以求平衡发展。
这样，也就更加突出练习的实用性。
　　本《教程》以笙的常用演奏技法为训练目的，并针对各种演奏技巧的方法、要领以及练习中容易
出现的错误和问题给予了必要的提示和解答。
练习者得以无师自通从而拓展了教程的自学功能。
　　本《教程》中的运指练习和综合练习的可听性强，期编写具有独到之处，重视其练习的技巧性、
音乐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使练习者在巩固、深化所学内容的同时又不感枯燥乏味。
　　本《教程》还精选、收录了演奏效果佳和创新性强的三十六簧笙独奏曲，以供练习者实践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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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军，音乐学院硕士、民乐系副教授，长期从事笙的演奏与教学，足迹遍及美、英、法、德诸国
。
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与舞台实践，同时他在音乐创编方面，锲而不舍，刻苦努力，创作用《纤夫梦》
、《拜月》等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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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笙作为我国传统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九七八年在湖北省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除大型编钟、编磬之外．还有好几件笙族乐
器。
这些乐器距今已有二干四百多年。
我国甲骨文“和”字的写法，即从笙的形象转化而来。
它似乎表示笙由多支簧管组成，可奏和音。
因此，“和”又成为古代小笙的名称。
记得古籍中曾有一段记載，说齐宣王（公元前342年一前324年在位）“使人吹竽，必三百人”（竽也
是笙族的乐器），可见先秦时期笙族乐器已进入宫廷，并有相当规模的乐队和豪华壮观的场面。
　　笙之所以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民族乐队中的重要乐器，是同它的音色华美、技巧复杂、表现力
丰富，且易于同其它乐器音色相融合分不开的。
笙可独奏，激昂时气势磅礴，如惊涛拍岸，万马奔腾；抒情时音韵悠扬，如清风明月，潺潺流水。
笙可伴奏，或以和音相衬，或以节奏支持，或作呼应和鸣，如绿叶之扶红花，而不喧宾夺主。
诚然，传统笙也有明显不足，主要是音域较窄，演奏和声局限性较大等。
因之多年来，不少有志者潜心钻研、锐意创新，遂有十七簧、二十一簧、二十四簧乃至三十六簧笙的
问世。
三十六簧笙．可以说是时代呼唤应运而生的民族乐器“骄子”，它音域宽广、音量宏大、转调方便，
可自由演奏传统和音，还可演奏结构较复杂的和弦与和声进行，表现性能在传统笙的基础上得到大大
拓展，成为民族乐队中笙族乐器的“主角”，犹如小提琴之于西洋弦乐器，琵琶之于民族弹拨乐器那
样。
　　《三十六簧笙演奏教程》便是专为其教学而特意编写的。
作者谭军，为武汉音乐学院硕士、民乐系副教授，长期从事笙的演奏与教学，足迹遍及美、英、法、
德诸国。
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与舞台实践。
同时他在音乐创编方面，锲而不舍，刻苦努力，创作有《纤夫梦》、《拜月》等好作品。
该教程的编写充分考虑了三十六簧笙的各种常用演奏技巧、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文字简明流畅
、通俗易懂，练习曲富于音乐性、系统性和科学性，适合于音乐学院学生和专业笙演奏者以及广大笙
爱好者使用。
　　目前，民族器乐的普及与提高．在业余音乐考级和专业教育的推动下方兴未艾．热度节节上升。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的“中国新春音乐会”，前四次均由民族乐队担纲。
这标志着我国民族乐器登上了世界“音乐之都”的最高殿堂，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而在这几次成功的享誉欧洲的音乐会上，三十六簧笙大显身手、功莫大焉！
我希望谭军的这部　　《三十六簧笙演奏教程》能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中开辟一个崭新的笙的教学新
天地，为华夏古老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作出贡献。
　　武汉音乐学院院长　　赵德义教授　　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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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笙作为我国传统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
目前，民族器乐的普及与提高，在业余音乐考级和专业教育的推动下方兴未艾，热度节节上升。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中国新春音乐会”，前四次均由民族乐队担纲。
这标志着我国民族乐器登上了世界“音乐之都”的最高殿堂，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而在这几次成功的享誉欧洲的音乐会上，三十六簧笙大显身手、功莫大焉！
我希望谭军的这部《三十六簧笙演奏教程》能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中开辟一个崭新的笙的教学天地，
为华夏古老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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