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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葫芦丝自学入门与提高的书，由著名笛、箫演奏家王铁锤编著。
内容包括：葫芦丝简介、构造和种类、葫芦丝的选择与保护、葫芦丝吹奏的按指方法、发音方法、呼
吸方法、葫芦丝吹奏的常用技巧，包括吐音练习、连音练习、吐音与连音练习、装饰音练习、颤音练
习、滑音练习、琶音练习曲和31首葫芦丝独奏、重奏合奏曲(部分乐曲附乐队总谱)等，共11部分。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充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入门有道，提高得法。
且乐曲优美、风格各异、丰富多彩，可供葫芦丝爱好者自娱自乐，也可供专业音乐工作者舞台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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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铁锤。
著名笛子演奏家、中央民族乐团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文化部艺术家联谊会理事、
北京乐器普及协会理事、政府特殊津贴荣获者。
1932年出生于河北省定县子位村民间吹管乐世家，7岁学习吹奏民间管乐，lO岁登台表演。
1947年被选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学习，后调进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乐队成为专业文艺工作
者。
 
    多年来，曾随团先后出访美、英、德、日、印度、挪威、荷兰、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等近30个国家
及香港、台湾地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曾多次在国内和国际民族乐器比赛中担任评委。
在长达5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悉心钻研、博采众长，对民族管乐吹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演奏风格，被誉为中国北派笛子大师。
他不仅吹奏笛子，还擅长箫、古埙、巴乌和葫芦丝的演奏。
 
    他编写出版了《笛子独奏曲八首》、《王铁锤笛子独奏曲集》、《竹笛吹奏入门》、《箫竖笛吹奏
入门》、《笛子名曲选》以及《中国北派笛子大师笛曲精华集》、《王铁锤演奏笛、箫、巴乌、埙、
葫芦丝独奏曲集》CD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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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葫芦丝简介　　1．葫芦丝简介　　葫芦丝是中国云南傣族、彝族、阿昌族、佤族等兄弟民
族地区的簧管吹奏乐器。
它音色轻柔细腻、圆润质朴、富有魅力、颇具特色。
无论在喜庆节日或音乐舞台上，都能听到醇厚柔美、乡土气息浓郁的葫芦丝乐曲演奏，受到广大海内
外观众的喜爱。
　　2．葫芦丝称谓的由来　　葫芦丝在云南兄弟民族地区，虽都是同种簧管吹奏乐器，但各民族却
有着不同的称谓。
阿昌族称葫芦丝为“泼勒翁”。
“泼勒”直译为箫，“翁”是葫芦，阿昌族称葫芦丝乐器为葫芦箫。
佤族称葫芦丝为“拜洪廖”。
“拜”是佤族对簧管乐器的总称，“洪廖”是葫芦，“拜洪廖”意为带葫芦的簧管吹奏乐器。
德昂族称葫芦丝为“布赖”。
“布”是吹，“赖”是葫芦，“布赖”即为能吹奏的葫芦。
傣族称葫芦丝叫“筚朗叨。
”“筚”是傣族吹管乐器的总称，“朗”是直吹的意思，“叨”是葫芦，“筚朗叨”意为带葫芦的直
着吹奏的乐器。
汉族认为葫芦丝吹出的音色有如抖动丝绸那样飘逸柔美，故称葫芦丝。
　　在云南傣族地区有关葫芦丝的由来，流传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次山洪暴发，一位傣族青年抱起一个大葫芦，闯过惊涛骇浪，救出了自己心爱
的姑娘。
他忠贞不渝的爱情感动了佛祖，佛祖把竹管插入葫芦，送给勇敢的小伙子。
小伙子捧起葫芦，吹出了美妙的乐声。
顿时，风平浪静、鲜花盛开、百鸟齐鸣、孔雀开屏，共同祝愿这对情侣美满、幸福。
从此，筚朗叨在傣家世代相传，并受到各族人民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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