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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吉喆同志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
70年代又同在西安音乐学院进修，有着同窗之谊。
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极大的热忱深入民间，把学习、研究陕西民间音乐作为毕生的追求，并
渗透于全部音乐创作与演奏生涯之中；而我，则以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陕西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
编辑、出版、研究的工作，陕西民间音乐这个共同的纽带，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成为事
业上的诤友。
由于我长他11岁，平时总以老哥老弟相称，情同手足。
2008年，他告诉我正在撰写一本题为《板胡艺术研究》的专著，我表示热烈的支持。
当今年他把厚厚的一部书稿放在我的面前，让我做第一个读者的时候，我的兴奋、欢欣之情是难以言
表的。
因为，在音乐艺术领域内，一个人倾注毕生精力，能在某一方面成为名家，已属不易。
而吉喆同志既是一位驰名全国的板胡演奏家；又是有多部音乐名作蜚声乐坛的作曲家；现在又将一部
理论研究专著奉献给广大读者，如此成就，实在难能可贵，令人由衷的钦敬！
　　这部书稿，我反复拜读了几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为突出的感触有以下三点：　　其一，这是一部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专著。
书中，作者不仅从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分门别类，条分缕析，追溯了我国拉弦乐器的渊源及变迁
，廓清了诸多含混不清的史料，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更为重要的是，他以相当的篇幅，给近
八十年来的杰出民间艺人和板胡演奏大家们，一一分别立传。
对他们在继承传统、乐器改制、演奏技巧、乐曲创作、理论建树以及创立具有浓郁秦地风韵的“秦派
板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与评价。
并对他们蜚声全国、享誉世界的光辉业绩，作了翔实的记录。
我想，这一段历史记述，是我国民族音乐史中前所未有的崭新史料，它必将作为板胡艺术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光辉篇章，永存于世，给后来者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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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专著。
作者不仅从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分门别类，条分缕析，追溯了我国拉弦乐器的渊源及变迁，廓清
了诸多含混不清的史料，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更为重要的是，他以相当的篇幅，给近八十年
来的杰出民间艺人和板胡演奏大家们，一一分别立传。
对他们在继承传统、乐器改制、演奏技巧、乐曲创作、理论建树以及创立具有浓郁秦地风韵的“秦派
板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与评价。
并对他们蜚声全国、享誉世界的光辉业绩作了翔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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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喆  男，汉族，著名板胡大师，秦派板胡创始人之一，国家一级演奏员，作曲家，指挥家，中国音
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陕西板胡学会会长，陕西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陕西
省秦腔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秦腔爱好者学会高级艺术指导，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
西安市现代书画院名誉院长，陕西省文化厅扶持秦腔青年演艺人才专家小组成员。
 
    1942年生于陕西华县，1956年考入陕西省广播文工团，曾任演奏员，作曲，指挥，乐队队长，副团
长等职。
1972年进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
1982年调入陕西省歌舞剧院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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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板胡是流行在我国北方（西北、华北、东北）的一种民族弓弦乐器。
是我国北方部分地方剧种，特别是北方梆子声腔系统（秦腔、迷胡、碗碗腔、山西梆子、蒲剧、河北
梆子、评剧、河南梆子、山东梆子以及东北二人转等）的主要伴奏乐器。
　　千百年来，随着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的进程，音乐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
地方戏曲及民间说唱音乐的勃兴，为板胡乐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使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
诱人的艺术魅力。
　　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政治制度的改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文化艺术事业愈来愈
加兴旺发达。
板胡这一广为流传的民间乐器，也随之由地方戏曲伴奏的位置跃身于新音乐艺术的殿堂，成为一件性
格鲜明、风韵独特的色彩性乐器。
它不但能与其他乐器合奏，而且更擅独奏，是我国目前民族乐器中极有个性、极具艺术魅力的独奏乐
器之一，备受人们青睐。
　　关于板胡的起源与发展，至今缺乏较全面系统的研究。
散见于历史文献中的各种记述，也存在许多疑义，有待辨析。
为了弄清板胡的由来与演进，我想还得从我国民族弓弦乐器发展的轨迹中寻根求源，以求得确切的答
案。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
”那么，人类在创造自己本身的同时，必然也创造出用以抒发人们精神世界的方式与文化，包括音乐
文化。
远古时期，当人们还在用石器敲击着节奏唱歌跳舞的时候，就已意味着音乐和用以体现音乐的器具—
—乐器业已问世了。
　　原始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劳动实践发明了鼓、磬之类的敲击乐器，随后又发明了像骨哨，管、
埙之类的吹奏乐器。
随着这两类乐器的品种不断增多，不断丰富，到了周代，弹拨类乐器相继产生，已形成了金、石、土
、革、丝、木、匏、竹八种不同类别的乐器，人们称其为“八音”。
八音的称谓是以乐器制作的材料属性而分类，两千多年来一直沿袭至今，并形成了博大的乐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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