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绸之路成为诸多外来音乐传入

中国的通道，初期对我国影响最深的是

西域五方乐，即天竺乐（印度）、苏勒乐

（喀什）、龟兹乐（库车）、安国乐（现乌兹

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和康国乐（乌兹

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南北朝前后

他们逐渐汇聚在于阗（和田）、龟兹与高

昌（吐鲁番）三个文化重地，并向着中原

腹地东渐。包括从中亚、西域地区传到

中原的许多乐器、乐曲和音乐理论，都

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结果。这些音

乐来到中原之后，经过各民族音乐家不

断传承、创新、发展，逐渐和中原本土音

乐相融合，最后成为今天我们民乐的组

成部分。无论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

饮琵琶马上催”，还是“渔阳鼙鼓动地

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许多耳熟能详的

古代诗词为我们传递着丝路乐器的美

妙之音……

当 多 彩 美 妙 的 音 乐 响 起 的 那 一

刻，是千年之音，是不尽的生命。古代

丝绸之路的众多乐器，不仅是各民族

多元音乐文化碰撞的产物，同时也是

中国人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宫廷

节庆乐舞演奏、在喧嚣热闹的市井小

巷、在庄重祭祀的礼仪场合、在民间乐

曲表演中都少不了丝路古典乐器。这

些美妙动听的音律走过了几千年的岁

月，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都传递着丝路

的声音，在历史的旋律中留下了难以

忘怀的一抹情感，散落在中国古代的

历史长河中。

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在秦

朝时已经出现，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作

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

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中会发现琵琶

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

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

名·释乐器》一书中曾有记载：“推手前

曰批，引手却曰把。”意思是：琵琶向前

弹出称作“琵”，向后拨回称作“琶”，根

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把”（琵

琶）。

琵琶在刚传入中原时，还保留着游

牧民族乐器弹奏的一个特点，即横抱琵

琶。因为它是马上之乐，人骑在马上，

右手要弹，左手除了按弦，还要作为乐

器的支点，所以我们从敦煌壁画里看到

的 从 北 齐 到 唐 代 的 琵 琶 都 是 横 抱 怀

中。琵琶后来变成今天竖置于腿上演

奏，是因为传入中原后，逐渐适应农耕

文明的生活习惯而发生了变化。既然

不再骑于马背之上，而是端坐椅上，琵

琶也就可以安稳地放在腿上，由原来的

横抱变为竖抱，左手不必再托着琵琶起

承重的作用，可以让手臂更大范围地在

琵琶的弦上自由地游走，这样演奏极大

地丰富了乐曲的技巧和表现力。

唐代的裴神符是一位琵琶“改革

家”，他第一个废拨，直接用手指弹弦。

这样不但更灵巧、更方便，而且以手指

直接触弦，不再借物触弦，能更好地促

成人琴合一的境界。用手指代替拨片

弹奏，这样琵琶的表演形式更加丰富，

演奏技巧也更加多元化。它是一种能

文能武的乐器，在白居易《琵琶行》中描

写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

情。”这是说琵琶在调试时，曲还未成已

经先有了感情，体现琵琶“文”的一面；

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则体现的是琵琶“武”的一面。琵琶音

域的广阔，音色的多变，表现力极其丰

富，演奏技巧十分多样，使其在隋唐音

乐演奏中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

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箜篌，中国古代传统拨弦乐器之

一。敦煌壁画中许多彩绘壁画中都可

以见到箜篌的身影，其数量仅次于琵

琶，有 200 余件。在东汉时期，竖箜篌

沿着“丝绸之路”，被商贾们从波斯经丝

绸之路传入我国中原一带，成为我国北

方少数民族演奏的乐器，汉代时称“坎

侯”或“空侯”，唐代之后正式称为“箜

篌”，它的体型不大，形制类似西洋乐器

中的小竖琴，音色也比较接近竖琴的声

音。

箜篌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汉唐时期，

当时，不管是民间还是宫廷，弹奏箜篌

成为衡量女子有才学的标志之一。东

汉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一开篇就写

道：“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

箜篌，十六诵诗书。”特别是盛唐时期，

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人们不但会演

奏箜篌，而且演奏艺术水平相当高。箜

篌还可以与我国诸多古老乐器合奏出

美妙音韵。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盛

行的箜篌，又先后传入日本、朝鲜等邻

国。箜篌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据重要

的地位，唐代诗人李贺的《李凭箜篌引》

中写道：“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

箜篌。”诗人王昌龄《箜篌引》中的“微雨

沾衣令人愁，有一迁客登高楼，不言不

寐弹箜篌。”

然而，明末清初之后，箜篌却一度

失传，世人只能在古代壁画上见到其优

雅的“容颜”。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经

过几代制琴家的不懈努力，现代箜篌才

得以复原“重生”。

筚篥，这个名字比较生僻，其实就

是今天的“管子”，它的管身多为木制，

上面开有八孔，管口插一芦苇制的哨子

而发音。它是由古代龟兹人发明创造

的，名称也是从古龟兹语 Pi-Li 的译音

而来，最早文献见于南朝何承天的《篡

文》：“必栗者，羌胡乐器名也。”又有觱

篥、悲篥等称呼，起源于古代波斯。公

元 383 年，前秦将领吕光出征西域，带

回一个龟兹乐队，“筚篥”这件乐器就此

传入中原。

筚篥是由古代龟兹劳动人民发明

创造的一种簧管乐器，其音色或高亢清

脆，或哀婉悲凉，质感鲜明，在一些曲目

演奏中常为领奏器乐，深受人们喜爱。

到了唐代，筚篥十分盛行，成为唐代宫

廷乐中的主要乐器。李颀在《听安万善

吹觱篥歌》写道：“南山截竹为觱篥，此

乐本自龟兹出。”唐代还有一位宫廷筚

篥乐手，名为薛阳陶，江西人，仅在《全

唐诗》中，就有至少七位诗人（包括白居

易、温庭筠等）感叹过他的技巧高超。

筚篥在社会上受到普遍喜爱，无论是中

原艺人，还是西域来的少数民族艺人，

他们经常演出交流，互相学习，从达官

贵人到平民百姓擅长演奏筚篥的人很

多，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这种乐器流

行于朝野上下，甚至连皇帝都成为吹筚

篥的名手。《卢氏传说》云：“唐文宗善吹

小管（即筚篥）”。

我们从关于筚篥和各种胡乐的大

量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筚篥等胡

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力极大。

人们对“鼓”可谓情有独钟，每到过

年节庆、重大活动中都会使用到鼓这种

乐器，就连每天早晚的时间，也需要晨

钟暮鼓的配合。成语“鼓乐齐鸣”“一鼓

作气”“大张旗鼓”等都让人联想到双手

敲击鼓面的场景。

在周代，还专门设置了管理鼓乐的机

构，有名为“鼓人”的官职名称，并且还有

一套专门的鼓乐制度，可见“鼓”的演奏极

具规范性。鼓在唐代有许多种类，而羯鼓

作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打击乐器，

被唐代喜好音乐的大家们演奏得炉火纯

青。羯鼓本为羯族乐器，《旧唐书·音乐

志》载：“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

出羯中，故号羯鼓。”羯鼓两头用杖来敲

击，故又称“两杖鼓”。唐代教坊十部乐

中，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都用

到了羯鼓。

羯鼓的流行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的产物，羯鼓声调较高，是打击乐中的

高音乐器，发音响亮、乐声急促，南卓

《羯鼓录》对羯鼓有详细的描述，“其声

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战杖连碎

之声，又宜高楼晚景，明月清风，破空

透远，特异众乐。”所谓焦杀之音，就是

短促而小的鼓声，可见羯鼓的音色极

具穿透力。羯鼓有高低、长短、快慢的

音节变化，可以通过平击、闷击、侧击

等演奏方法，产生复杂多变的音色与

节奏。

羯鼓与传统鼓乐大不相同，极大

地激发了人们的情感，在当时中原风

靡一时。在唐代宫廷贵族间，以演奏

羯鼓为潮流，许多王公将相都是羯鼓

打击高手。羯鼓在中原的流行，也是

得 益 于 唐 玄 宗 这 位 狂 热 爱 好 者 的 支

持，为了能经常练习羯鼓，他在华清宫

旁专门建有“羯鼓楼”，玄宗不仅善于

演奏，还能自己制作羯鼓曲，改编创作

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雨淋铃》等代

表之作。崔道融在《羯鼓诗》中写道：

“华清宫里打撩声，供奉丝簧束手听。

寂寞銮舆斜谷里，是谁翻得雨淋铃。”

这里的“打撩声”就是指羯鼓的声音。

在唐玄宗的大力推崇下，唐代宫廷皆以

演奏羯鼓为风尚。

唢呐是使用颇广的乐器之一，发音高

亢嘹亮，极具表现力，至今在各地广为流传。

最初的唢呐是流传于波斯、阿拉伯

一带的乐器，就连唢呐这个名称，也是古

代波斯语的音译，它曾译作“锁呐”“销呐”

“苏尔奈”“锁奈”“唆哪”等名。在公元 3

世纪，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西

晋时期的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 38 窟

中的伎乐壁画已有吹奏唢呐的形象。在

700 多年前的金、元时期传到我国中原

地区，到了明代古籍中开始有唢呐的记

载。武将戚继光曾把唢呐用于军乐之

中，在其著作《纪效新书·武备志》中曾说：

“凡掌号笛，即是吹唢呐。”明代后期，唢呐

已在戏曲音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用

于伴奏唱腔、吹奏过场曲牌。

而在以戏曲音乐为基础的民间器

乐中，唢呐也成为离不开的乐器之一。

“懒与笛琴争第次，一声开嗓地天惊。”

吹出天地来世，跨越山川疆界，便是唢

呐的使命，唢呐的来去既是天下疆域之

格局，也是人间情怀之内里。

铜钹构造简单，整体呈圆形，同形两

片是一对，由“响铜”制成，中间部分隆起

呈水泡状，称“碗”或“帽”，中心钻有小

孔，以拴系绸布，即“钹巾”，碗底与钹边

缘之间的部分叫作“堂”，演奏时用双手

通过钹巾持住钹身，互相击打使堂振动

发音，属于打击乐器的一种。直到今天，

一些地区的秧歌队、社火、戏曲表演等民

俗活动中仍然使用，民间被称为“镲”。

关于铜钹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东

晋法显所著的《历游天竺记传》一书中，

铜钹乃是外来乐器，源自西亚，最早见于

埃及、叙利亚，后在波斯、罗马等国流传；

据《北帝书·神武记》记载，铜钹大约是在

公元 350 年，随《天竺乐》传入我国中

原。诸多佛教石窟、壁画中对铜钹都有

描述，如云冈石窟第六窟西壁最上层的

击钹乐人、麦积山 127 窟石刻造像背光

上的击钹伎乐人等，可见铜钹与各种乐

器的组合形式以及它与佛教音乐的密切

关系。铜钹在北魏民间已很流行。

隋唐时期，钹曾在宫廷中大量应用。

有资料显示，钹在隋代九部乐中，已用于天

竺、西凉、龟兹、安国和康国五乐中。到了唐

代，十部乐中有七部用钹，尤其在燕乐中使

用最多。明清以来，铜钹成为昆曲等地方

戏剧的伴奏乐器。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

记载，昆曲伴奏曾用大铙和小钹。钹，经过

长期的流传和改进，已成为具有我国民族色

彩、表现力丰富和用途极为广泛的一种乐

器。因钹表现力丰富，善于烘托气氛，常作

为色彩性打击乐器用于各种管弦乐队和地

方吹打乐队中。强奏时，其极富有气势，通

常烘托一种气势恢宏的气氛；用于弱奏时，

其作用类似大鼓，属于节拍乐器。

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乐器，还有

胡笳、角、阮咸、答腊鼓等各种乐器，它们与

中国固有的琴、瑟、笛等乐器相融合，构成

了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音乐演奏形式。然

而伴随很多乐器的失传，今天的我们却再

也听不到其中一些美妙之音，只能通过文

字记述和遗存壁画来追溯它们。这些从古

至今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乐器不仅奏响了民

族融合的千古佳音，更彰显出了中华文明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精神内涵。

（作者单位：泾川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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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海丽 陈景强

莫高窟 285窟弹箜篌壁画

莫高窟 322窟击打铜钹壁画

莫高窟 285窟吹奏筚篥壁画莫高窟 145窟击打羯鼓壁画

提到丝绸之路提到丝绸之路，，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葡萄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葡萄、、香料香料、、

丝绸丝绸、、茶叶等货物的往来之路茶叶等货物的往来之路。。其实除了大漠长河落其实除了大漠长河落

日的驼队之外日的驼队之外，，还有琵琶弹奏的霓裳还有琵琶弹奏的霓裳。。著名乐曲家王著名乐曲家王

洛宾曾说过洛宾曾说过：：““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在这条古道在这条古道

上上，，可以听到最美的音乐可以听到最美的音乐。。””那些尘封在西行路上的时那些尘封在西行路上的时

光音律光音律，，那些封印在飞天菩萨手中的古老乐器那些封印在飞天菩萨手中的古老乐器，，不禁让不禁让

人充满好奇人充满好奇，，音乐与丝绸之路产生过怎样美妙的共振音乐与丝绸之路产生过怎样美妙的共振？？

在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历史中在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历史中，，作为贯穿始终的文作为贯穿始终的文

化交流之路化交流之路，，乐器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乐器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各地各地

各民族的音乐符号在丝绸之路上不停地跳动着各民族的音乐符号在丝绸之路上不停地跳动着，，不断不断

地交融互鉴地交融互鉴，，成为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符号成为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符号。。

莫高窟 112窟反弹琵琶壁画

敦煌壁画中演出盛景

王者之音王者之音 琵琶琵琶——

悠扬之音悠扬之音 筚篥筚篥——

响亮之音响亮之音 羯鼓羯鼓——

灵魂之音灵魂之音 唢呐唢呐——

轻灵之音轻灵之音 箜篌箜篌——

气氛之音气氛之音 铜钹铜钹——

唐 跪坐奏乐陶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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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古老乐器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古老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