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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笛重奏教学实践初探
赵　琦

（浙江音乐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4）

摘要：竹笛重奏艺术作为一种民族室内乐形式，近些年来发展颇快，新颖的表现方式和丰富的音响效果越来越受到专业人士的青睐。

同时，竹笛重奏教学的系统性问题一直也是竹笛专业教育工作者重视与实践的重要阵营。本文重点深入竹笛重奏课程的现实意义及竹笛

重奏教学实践与思考两方面的探讨，旨在竹笛重奏教学的重要性、浙音竹笛乐团的建立与目标、视奏的价值与应用、教学中实践性运用

等四个方向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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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民族器乐演奏与教学开始从民间走向

职业化、专业化，而民族室内乐这一形式在受到西方“室内乐”

理念的影响，以中国传统民族器乐组合方式为基础，逐渐形成两

种态势：一种以传统乐种、传统民间音乐为继承方向的民族器乐

形式，如“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福建南音”“吹打乐”等，

作品或直接传承于民间，或由职业音乐家整理、改编而成。另一

方面，大量专业作曲家不断关注与加入这一形式的创作，产生一

大批具有中国音乐旋法、意蕴与西方体裁、创作技法相结合的作品，

如胡登跳先生创造的“丝弦五重奏”组合与作品。尤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民族室内乐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随之而来的各种器乐组合的创新运用以及单一器乐组合形式的发

展应运而生，竹笛乐团、竹笛重奏形式即是在历史大背景下出现

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竹笛重奏课程现实意义

（一）竹笛重奏教学的重要性

民族器乐教育普及化、专业化的当下，一对一教学与训练模

式下，传统教学以传授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为导向，以基本技术

训练、练习曲、独奏作品为主要载体，作为培养人才主流教学方式，

在几十年民族器乐教育高度专业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专业院团职业化进程加快以及人们日益剧增的对音乐文化

需求的加剧、欣赏审美的提升，这种较为单一的教学模式慢慢滞

后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专业教学视野也从培养“独奏家”为

主要目标的方向，渐而转向培养具有掌握全面演奏能力，并兼具

独奏、合奏、重奏、协奏能力经验的民族器乐应用复合型人才。

因此可见，高校专业主课教学中一直较依靠教师个人知识结

构、演奏体悟与实践经验的教授，注重对专业技能提升、音乐风

格手法与作品经典演绎的传承，以及受到导师个人音乐审美标准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学中的“教”的重视，而学生“学”的质

量及实践能力无法在课堂中及时全面反映。当然，这种教学方式

对于提高学生的演奏技术技能、规范演奏艺术标准以及继承传统

风格流派，是不可或缺、行之有效的。而重奏教学的建立，更多

融入了简谱、线谱视奏训练、重奏练习曲、重奏音乐会曲目的训

练及排演，并更好地衔接民族室内乐课程、乐队课程，成为器乐

专业主课与各种排练课程教学的中间环节，使专业主课教学立体

化、多元化，打破单一独奏训练的一元思维，以一对多、排演为

主的模式，让学生尽早进入对标职业化乐手的专业标准，通过互

动式的教学方式、更注重实践过程的训练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解决困难的能力，提升其创新思维和综合音乐素养，使专业课程

更加多样性，开阔学习者的艺术思维，通过多名学生之间的互动

比较，形成更好的良性竞争与互相学习交流的热情。

（二）浙音竹笛室内乐团的建立与建设目标确立

2012 年中国音乐学院张维良教授率先建立了第一支竹笛重奏

队伍——中国竹笛乐团，乐团以笛类乐器为主奏乐器，囊括了箫、

埙等吹管乐器，以自身创作为基础，不断邀请不同创作风格的作

曲家为乐团创作作品，形成“创演研”一体的循环模式，为中国

竹笛重奏演奏与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竹笛专业教学提供

了全新的视野。与此同时，上音竹笛乐团、上音“笛声赋”竹笛

室内乐团、央音“龙之吟”笛埙乐团等相继成立，为中国竹笛重

奏演奏与教学提供更多形式与模版，逐渐将竹笛重奏引向更为规

范的标准化进程，呈现百家齐放之势。

而浙江音乐学院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始终将课程建设与交叉

学科互融放在学校发展建设的重要位置上，并极其重视课程改革

与创新。笔者先后主持两项教务处、研究生处教改及创新项目，

通过系统性、科学性的设计，大量学习参考前人在重奏方向留下

的宝贵经验与曲目，并研究兄弟院校竹笛乐团与姐妹乐器在重奏

教学上的相关训练模式，找到一条符合时代需要，适合浙音竹笛

重奏发展的路径。在这种趋势下，笔者通过多年的准备与实践，

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建立了钱塘竹笛室内乐团，这当中也得益于各

种条件的支持：1、如上文所述，兄弟院校竹笛乐团的建立，为乐

团建设提供各种范本，有利于更好的优化创演要求，扬长避短。

2、浙音五大学院的建立，标志着学院在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标志着浙音特色的教学机制、

教学格局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形成。①民族乐队学院的产生，

很好的反哺了专业课教学的单一性，而重奏教学或者说竹笛乐团

的建立，更好的起到了专业主课到民族乐队学院排演培养模式的

桥梁作用，使之三者有机融合统一。3、各种民族室内乐课程的开

设，使学生有更宽泛、更开阔的视野投入到重奏训练中去。4、教

改、创新课程项目的支持，以及赵松庭竹笛国际艺术中心等平台

的搭建，并积极参与各种比赛，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机会与舞台，

为最终完善艺术呈现提供坚实的保障。5、笛子宗师赵松庭先生生

前研制的低音笛、弯管笛等，丰富笛类乐器音色的同时，很好地

填补了竹笛乐器制作中低音部分的空白，形成一支有效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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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低相对完备的竹笛声部，也为进一步笛子制作研发提供坚

实基础。

浙音竹笛乐团课程教学近期主要以以下建设为目标：1、将视

奏与重奏声部练习进入专业主课中去，形成多维度的器乐演奏训

练培养模式。2、收集整理早期传统民间重奏作品，收录到日常训

练曲目中去，形成课程传统。3、邀请更多的作曲家及演奏家加入

到建设团队中来，委约创作更多形式多样的重奏作品。4、通过创

作来提升乐器改革与研发以及融合不同乐器进行合作加强，从而

带动乐团音色、音域、表现力拓展的多种可能。5、不断通过舞台

实践来提升教学内容及手段，提高学生团队配合、创新思维、技

艺融合、艺术修养等方面的能力。6、不断实践总结，并邀请理论

家加入，为后期乐团的发展积淀理论基础。浙音竹笛乐团的成长

还在初期，在建设的这两三年中也初具成效，曾获得第四届“云

冈杯”国际民族器乐展演重奏组金奖，第五届“松庭杯”全国笛

箫邀请赛重奏组金奖，南洋国际音乐大赛青年重奏专业组铜奖。

首演改编作品《知道不知道》、原创作品《“杏花春雨”—江南

印迹》，演奏《喜相逢》《双合凤》《西南印象—云之忆》《风竹》

《梦的呼唤》等一众纯竹笛乐团演绎的作品，在舞台呈现上已体

现出规范、整齐的演奏及音响较丰富的音乐表现力。

二、竹笛重奏教学实践与思考

（一）视奏的价值与应用

为适应现代音乐专业的职业化进程的需要，职业乐团的演奏

员演出任务繁重，大量由职业作曲家创作的具有交响性的民族管

弦乐作品、室内乐作品常在短时间的排练训练后呈现在舞台上，

这就要求演奏员具备极强的视奏能力与音乐感知力、理解力。因

此在教学环节，不可回避的要训练学生的简谱及五线谱的读谱视

奏能力，以及互相转换的技能。通过大量的视奏，不仅能够提高

快速视奏新的曲目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扩大曲目量，拓宽音乐视野，

提高学习效率。并在各种排练演出中，能够顺利视奏陌生的乐谱，

会使学生更加自信地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最重要的，使演奏者具

备对音符、节奏、速度、调式、和声、情感标记等音乐元素的快

速反应和综合运用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

由于竹笛在乐队中常以梆、曲、新三种不同音色音域的呈现，

在竹笛乐团中更增加倍低音笛或弯管笛的应用，是具有较强首调

倾向的多调门乐器，要求演奏员在演奏旋律声部时要有较强的主

调音乐思维，尤其是一些带有传统旋律，并带有地方风格的音乐

运腔的作品，更需要掌握好各种指法的运用及线谱视奏中不同调

门固定调的看法与首调移调看法。笔者曾在《竹笛演奏在民族管

弦乐中的运用》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就不在此赘述。

在日常训练中，应做到循序渐进，尤其在五线谱视奏训练中，

先从无升降的 C 调式训练开始，在熟悉并熟练谱面的情况下，逐

步进入到多个升降号的调式中去练习，并运用梆曲两类笛子交替

进行。实际教学和训练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解决“视”

谱的能力。不管是视奏考核还是在实际演奏分谱时的准备，读取

新谱，首先要对谱号、调式、节拍、速度、感情记号等标记有准

确地读取和理解，其次要 对音高、节奏、力度等细节进行一次从

头到尾的解读，找出难点进行反复读阅，并通过对整体音域的把握，

选择合适的调式乐器进行演奏。2、运用“奏”乐的方法。有了前

面视谱的准备，选择正确的指法进行演奏，这当中除了解决调性

和音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音乐行腔时，特殊指法与合理技术的

运用，使演奏更加流畅，具有音乐性，当然前提是能够注意正确

气息方法的合理运用，以保证视奏过程中的音准、音色质量为前提。

另一方面，音准、节奏、力度等细节的准确把握来源于对谱面的

快速反应以及耳朵时刻的监听与内在听觉的外化体现，这需要在

初期训练时尽量放慢速度进行，更多的注重视奏的准确性。3、“视”

与“奏”的高度统一，是为了更好的通过演奏将谱面音符转化成

旋法，进而演变成音乐，与内心情感表达相一致。提高视奏能力，

提升演奏的自信心。

（二）教学中实践性运用

1、教材及作品的选择

教学的标准化建立，离不开优质教材的选择。通过网上搜索、

查阅资料、购买大量教材等方式，比对发现，以竹笛重奏命名的

教材仅为 6 本，加上出现一定数量的重奏曲的曲集和教程，主要

流通的为 15 本左右。（见表格 < 一 >）（1）其中《中国竹笛名

曲荟萃》中十首二重奏曲目，几乎囊括了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

代主要的优秀重奏作品，这些作品可谓是重奏曲目库中的传统，

也是专业训练的重要曲目内容之一，像《顶嘴》《双合凤》等独

具地方风格的音乐作品，是需要掌握较强的传统技法能力的。（2）

曲祥、曲广义先生编著的《笛子练习曲》与《笛子高级练习曲》，

曲广义、树蓬编著的《笛子教学曲精选》以及后面郝益军教授编

著的四本教材，作品篇幅较小，风格显著，作为重奏课程训练的

练习作品，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3）音乐会重奏作品在教材上

的选择极少，像詹永明教授编著的《竹笛精品课程新编》（第二

册 重奏曲）收录了多位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如：周成龙、秦文琛、

陆培等，也加入了几位青年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如：王辰威、陈

密佳等。这一教材的问世，对专业竹笛乐团建设初期曲目的丰富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由于重奏创作作品相对滞后，加之

部分作品因版权、出版等原因，更需要更多的作曲家或者有创作

能力的演奏家加入进来，如李博禅创作的《热情与冷漠的邂逅》，

耿涛教授创作的《珠江畅想》，马迪、张延武先生创作的《跑旱船》，

陈思昂创作的《喜歌·对花》，张维良教授创作的《圆梦》等一

大批耳熟能详的作品。近年来，笔者也与多位作曲家、演奏家委

约作品，如高音波先生创作的《知道不知道》，作曲家孔志轩先

生原创作品《“杏花春雨”—江南印迹》，作曲家李霓霞创作的《风

竹》等一系列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与推广对重奏教学作品一

次强有力的拓展。

表格 < 一 >

书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作者

《笛子练习曲》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 年 3 月 曲祥、曲广义

《笛子高级练习曲选》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 曲祥、曲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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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子教学曲精选》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4 年 5 月 曲广义、树蓬

《中国竹笛名曲荟萃》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4 年 6 月 阎黎雯

《宁保生笛子曲选集》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 年 宁保生

《循序渐进学吹笛子》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6 月 卢竹音

《中外名歌笛子曲集》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年 7 月 刘凤山

《笛子实用练习》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 郝益军

《笛子技巧系统练习二十九课》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 年 4 月 刘凤山

《竹笛二重奏练习四十八首》《竹笛三重奏练习三十一首》

《竹笛四重奏练习三十三首》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8 年 郝益军

《竹笛精品课程新编》（第二册 重奏曲）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20 年 詹永明

《中央民族大学“高参小”系列教材—竹笛重奏》 中国社会劳动保障出版社 2020 年 王溪

《青少年竹笛重奏作品集》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4 年 李培坤、邹敬、张健民、申慧强

2、教学理念的运用

（1）重在实践、练习与排演一体化

重奏教学已从传统的一对一转变成一对多的教学方式，教师

通过讲解演奏要求（专业主课中完成）、排练作品（重奏课进行）

来完成基本教学目标。学生也需要提前视奏分谱及解读总谱，更

好的分析自身声部所承担在作品中的角色，对演奏中指法选择、

速度、力度、音色明暗的变化、情感韵律的表达等要素做到心中

有数，保障排演的顺利进行，激发学生“二度创作”的创新思维

与积极性。通过排演，教师从教育者、讲解者的角色更多转变成

倾听者，不过度指导暂时排练中出现的演奏问题，更多引导学生

学会“听”“视”与“奏”的相结合，做到思想与行动上的高度

统一，使演奏具有群感。在把控自身演奏的同时，还要协调控制

本声部与其他声部之间的音响平衡、声部衔接、技术应用、情感

链接，以达到互相之间的默契配合。让学生在训练中自主调整、

不断自我纠错改进。相比较传统主课的你教我学，更加重视学生

自我探索、团队协作的能力。

（2）培养学生自主性

深化教学内容，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能力，在课堂中多引导

学生站在老师视角来学习，培养师者思维意识，学生既可以是排

演者，也可以是指挥，成为排演的策划者。笔者在这几年的教学

过程中，时常邀请某一学生来担任指挥，而本人来完成其声部与

学生们进行排演互动。这种方式，使学生在课程学习时对作品有

更清晰的认识，学会教授排练训练的能力，找到指挥与乐队队员

角色视角的异同点，进一步提升实践带来的宝贵经验，从而全面

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素养与多元发展的能力，使学生走出被动学

习的惯性思维，更加积极求索，勇于攀高。

（3）专业主课与重奏课程的互补

重奏教学是对专业主课的有力补充，专业主课注重演奏方法、

基础技术技巧的培养，并通过练习曲及乐曲训练，基本解决各种

风格手法的掌握与情感表达技术要领。学生通过大量的课外技术

训练，是可以做到对一首独奏作品较好的呈现的，但是到了乐团

或室内乐作品的排练中，学生拿到新谱，没有较多课后时间的练

习，往往因技术能力不娴熟，视奏能力及阅览曲目量不达标，在

实际演奏中常会出现理解指挥意图慢，无法快速解读谱意，演奏

效果不到位的情况，甚至常出现音准、节奏、速度等方面的失误，

影响音色融合及声部配合的准确性。因此，重奏视奏教学的介入，

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专业主课的系统科学全面训练反哺了重奏教学，重奏课程训

练的团队协作思维，使学生更加注重最基本的音乐素养的培养，

提升“听辨”的能力，以此在专业训练上体现出更加严苛的自我

要求。反过来看，要高标准的达到演奏控制器乐的能力，就需要

更加讲究专业课对基础演奏方法与基本功的重视，技术技巧、风

格手法掌握的越到位，表达音乐的手段和能力就具备，不管是独奏、

重奏、协奏、合奏，从演奏手段上来说是一致的。所以，这两者

能有机结合在教学中，定能更好地培养出不惧怕任何音乐形式、

艺术风格挑战的多元人才。

三、结语

竹笛教学研究与实践是一个长期性工作，面对当今巨变的国

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国音乐教育应走往更加开放、兼容

并蓄的道路上，竹笛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应在当代音乐多元化的复

杂环境中，坚持“恪守传统，开拓创新”，在充分尊重与继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与世界多极文化交汇与相融。作为竹笛

专业教育工作者，感觉肩上责任重大，正所谓：“肩鸿任钜踏歌行，

功不唐捐玉汝成”。漫漫修远路上，需吾辈不断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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