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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乐器基础教程丛书：箫入门与提高》是作者几十年演奏实践经验的积累，编写力图通俗易
懂、简洁明了、脉胳清晰，着重于对常用基本技巧的介绍和讲解，同时配有较易上手的练习曲，以助
于对基本技巧的掌握。
与此同时本人在教材中仍然强调对气息的学习和掌握，这对于学箫者正确的学习基本技巧和基础练习
，乃至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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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次恒，中国著名笛箫演奏家，生于杭州，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先后师从赵松庭、曾永清、蓝玉崧
等教授。
现任中央民族乐团笛子首席、管乐声部长、国家一级演奏员、文化部优秀专家，荣获国务院颁发“有
突出贡献奖”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笛子协会副会长、中国葫芦丝巴乌协会副
会长。
他也是文化部国家职业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华艺术奖评委、文化部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管理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电视台民族器乐电视大赛评委、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艺术冬令营
专家评委、清华大学全国中学生艺术冬令营专家评委、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学生艺术冬令营专家评委
、北京师范大学全国中学生艺术冬令营专家评委、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客
席教授。
作为笛、箫演奏员，其演奏既醇厚圆润、典雅华丽，又高亢明亮、豪放热情，刚柔相济，极富个性。
近年来访问演出较为活跃，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笛箫独奏音乐会，特别是他三度赴德国举办音乐会均获
成功，受到当地音乐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德国之声电台、德国两部电台等媒体均作了专题音乐节目及
报道。
1997年赴美巡回演出并在音乐圣殿卡内基音乐厅演奏，1998年、1999年两度赴奥地利金色大厅参加中
国虎年、兔年春节音乐会，并担任独奏。
2000年再度赴美巡回演出，并在联合国会议大厅、肯尼迪艺术中心、林肯中心剧场、芝加哥交响乐厅
演奏；同年赴法国参加2000年法国中国文化季。
2001年赴瑞典进行文化交流，并在瑞典国家音乐厅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3月赴乌克兰参加中乌建交十
周年音乐会；4月赴日本参加中日文化年开幕演出；6月赴希腊参加雅典艺术节，并在世界著名的希洛
德古剧场演出；10月赴埃及参加中国文化周演出。
2003年8月赴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建堡30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并在世界著名的玛林斯基剧院首演笛子
协奏曲《飞歌》；10月再度赴法国参加“中法文化年”的开幕演出，并在法国11个城市巡演。
他的笛子独奏在国内外艺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优秀而有深度内涵的笛箫演奏艺术使他在国内、国际音乐比赛中多次获奖。
1987年获首届全国广东音乐邀请赛演奏一等奖，1989年获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奖赛二等奖，同年在第
十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笛子独奏最高金奖及最高艺术家荣誉证书；1991年在文化部音乐比赛中
获最高优秀演员奖，1994年在第三届全国民族管弦乐展播比赛中获优秀演奏奖，同时作品《傣寨情歌
》获三等奖，1999年在文化部中直院团国庆五十周年评比展演中荣获最高优秀演奏奖，2010年在国家
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荣获最高优秀演奏奖。
王次恒还为国内外唱片公司录制了大量的笛箫曲，其中个人独奏专辑有：《王次恒吹管乐》、《王次
恒笛子作品》、《中国南北笛》、《钗头凤幻想》、《王次恒箫专辑》、《箫坝专辑》、《咏春三章
》、《闲情一曲赋春风》等。
他在演奏的同时也参加与创作笛萧作品。
主要有《桑园春》、《塞外随想》(与邵恩合作)、《钗头凤幻想》(与王直合作)、《空山望月》(与王
时合作)、《傣寨情歌》、《敝土情》等。
出版发表的著作有《笛子演奏教程》及VCD示范教程、《名家教竹笛》及VCD示范教程、《笛子入门
与提高》及CD示范教程、《青少年学竹笛》及CD示范教程、《箫演奏入门与提高实用教程》、《箫
演奏入门》及VCD示范教程、《葫芦丝基础教程》及CD示范。
王次恒还经常代表国家艺术团出访演出，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及讲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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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箫概况一、箫简介二、箫的构造、定调与指法三、箫的种类四、箫的选择、保护与修理第二章
箫的基本吹奏法一、姿势二、持箫按孔法三、呼吸方法四、口形五、风门、口风、口劲的关系六、气
息、舌头、手指的关系第三章 箫的基本发音及识谱练习一、“1”音的练习二、“2”音的练习三、
“3”音的练习四、“4”音的练习五、“7”音的练习六、“6”音的练习七、“5”音的练习八、“5
”音的练习九、“6”音的练习十、“7”音的练习十一、“1”音的练习十二、“2”音的练习十三、
“3”音的练习十四、“4”音的练习十五、“5”音的练习十六、“6”音的练习第四章 箫的常用基本
技巧入门练习一、音头二、双吐三、三时四、颤音五、滑音六、历音七、花舌八、垛音九、叠音十、
打音十一、气震音十二、指震音十三、泛音第五章 练习曲、乐曲1.太阳2.妈妈的宝贝快醒醒3.闪烁的小
星4.牧童5.歌唱二小放牛郎6.小燕子7.春天来了8.小白船9.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10.嘎达梅林11.新年
好12.马兰花开13.八度音程练习14.音头与连线音练习一15.音头与连线音练习二16.音头与连线音练习
三17.音头与跳进音程练习一⋯⋯第六章 箫独奏曲第七章 五线谱的练习及独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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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吹奏中的呼吸和口形是多变的，呼吸变化集中表现在吸气量的多少和呼气的缓急、粗
细上，口形的变化则集中表现在风门大小、口劲大小和上下唇的移位上。
风门是吹箫时上下唇肌中央形成的椭圆形气流经过的空隙，风门的大小是随着吹奏高低音时气流的速
度而变。
它用口劲的大小来控制，吹低音时的气流速度粗缓，风门放大。
吹高音时的气流速度细急，风门收小。
因此，风门的形状是决定口形的主要因素。
口风，也称为气的流速。
它是从风门吹出来的气流，口风的急缓（气的流速快慢）主要靠丹田气息控制，它随着音的高低变化
而变化。
如吹奏低音时口风较缓，流速较慢，吹奏高音时口风较急，流速较快。
口劲是指控制风门大小和口风急缓时，上下唇肌和面部肌肉收放所用的力量，吹奏低音时，风门较大
，口气缓慢，口劲则较小；吹奏高音时，风门小，口风急，口劲则较大。
因此掌握好风门、口风、口劲之间的关系是吹好箫的关键因素。
六、气息、舌头、手指的关系气息是吹箫的首位要素，其次才是舌头、手指。
气息看不见，摸不着，掌握它较难。
我通常把气息比作弦乐器的右手弓子，如运弓不当，琴就不能很好地震动，也不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我们很多吹箫者气息沉不下去，浮在上面，就像拉琴时右手大臂夹在肋下一样。
如果气息问题没有解决，舌头和手指的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要吹好箫气息是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最难掌握的一环。
它看不到，也摸不着，全凭感觉。
吹奏者气息沉不下去，浮在上面除了气息的原因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气流速度与口形没有协调好，
就像弦乐中弓子在弦上运走的速度与弓子压弦的摩擦力的关系没有解决好一样。
吹奏者只有反复体会琢磨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我认为良好的气息需要运用胸腹式呼吸方法来完成。
做到吸气到位，呼气与口形的肌肉要协调，同时还要加强口形肌肉、呼吸肌肉的控制能力。
舌头在吹奏中的运动一方面依靠舌的肌肉收放来完成，另一方面是依靠气息的冲击来完成的，我认为
不能单纯地依靠其中某一方面来完成舌头在吹奏中的运动。
吹箫需要双手持箫，手指必须开闭指音孔才能发出高低不同的音来。
要求手指既能独立活动，又能紧密配合。
手指开放音孔时，不宜抬得过高，过高会影响演奏的速度，也不宜过低，过低会影响发音的准确和音
量，声音也会含糊不清。
手指按孔要严密，不能漏气，但也不要按得僵硬，要有弹性。
要使吹奏出的音色有弹力，不仅仅依靠手指的运动，还要有饱满的气息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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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箫入门与提高》编辑推荐：名师指点、有声有像、循序渐进、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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