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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吳孔團）晚年病榻中交此書給我，

當時我並沒有十分細心去閱讀，但已有幫父

親出版的心願。

近年機緣巧合下，可以得到幫助，出版

父親的心血，我才拿起手稿細看。

雖然我也學習音樂，但相比父親的成就，我只是門外漢

而已。

讀完這本演奏法，由淺入深讓我對洞簫演奏有了一定的

概念和理解。

吹奏樂器本就是難以無師自通的，父親集他大半生的經

驗、心得撰寫此演奏法一書，身為兒女，自然想讓他的所學

傳承下去。

借此機緣，公諸同好，由於本人學習西樂，對洞簫一竅

不通， 也沒有跟隨父親習之，有鑑於此，文中有錯漏或失誤

（因父親已往生，無法校對），歡迎各界同好指正，不勝感激。

2023 年 7 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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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孔團（1936—2008）， 著名洞簫演奏

家。福建南安水頭人氏，自幼學習二胡 、

洞簫、琵琶等各種民族樂器。   

吳氏六十年代活躍於當地南音館，與晉

江地區陳漢基先生組織了晉江僑鄉歌舞劇團，擔任音樂創作

及演奏。多年來，致力創作及專研南音改革工作。吳氏曾寫

作洞簫吹奏法等文章，及創作多首洞簫獨奏曲。

八十年代於福建省電臺節目介紹福建洞簫及南簫專題，

並擔任演奏，1983 年以洞簫演奏家身份代表福建省歌舞團隨

團訪日演出。

多年音樂及演奏生涯，吳孔團於作曲、編曲工作中投入

大量精力，主要作品有：南音洞簫獨奏曲《南曲洞吹》、《燕

歸》、《月下蕭聲》，二胡獨奏曲《僑鄉春來早》、《南樂

風韻》，樂器合奏曲《鄉間曲》、《改編南樂梅花操》、《歸

鄉曲》、《龍江歌舞》，創作了獨幕舞劇《斬風劈浪救親人》、

《李文忠》，歌劇《浪水》等音樂。

作品也包括一些現代歌曲及南音改革的歌曲，以及發表

關於南音改革的看法等作品，均有出版。

作  者  
簡  介

作者簡介

春風歲更新，

鄉音迎遠人。

花木如有意，

鳥禽識知音。

吳孔團 1981.6

注：作者創作民樂合奏《歸鄉曲》時寫下的五言詩。

1993 年吳孔團在音樂藝術的貢獻成績斐然，獲得《中國

當代藝術界名人錄》（第二卷）入編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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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受邀中國名人研究院協會入選人物之特邀稿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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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洞簫簡介

洞簫是我國人民喜愛的一種古老民間樂器。它的歷史悠

久，音色圓潤深沉，柔美動聽，有著豐富感人的表現力，常

年來不僅在我國民間中廣泛的流傳著，而且遠流於日本、新

加坡、菲律賓等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它的特有的結構和動人

的音色，博得人們的讚賞。

洞簫的歷史到底有多少年、始於何地、何人創造發明？

民間傳說盛多，現在只能根據一些民間的流傳及有關的歷史

記載，對它的歷史發展以予概略的論述。

我國的洞簫和其他樂器一樣，有它的原始發展過程。據

有關記載，洞簫來源於古時的排簫，古時的排簫謂之簫管，

由幾十根管子編排而成，當時並無指孔，只能豎吹發出單音。

到了西元前 644 年秦穆公時代，演脫為單管豎吹，四指

孔的簫，這四指孔的簫所發出的音已應當時的黃鐘、太簇、

姑洗、林鐘、南呂之古音律了。因此，人們才描繪出對穆公

父女的欣賞，簫三郎簫音之感以及漢初張良吹簫散楚兵的美

談。到了西漢時期的京房（西元前 77—37 年）又加了一孔，

成為五孔的洞簫，到唐朝，大約在西元 627 年左右已改進為

六孔，也就是今天我們所演奏的六孔簫。由於洞簫具有殊異

（一）洞簫簡介

的特性和濃厚的民族風格，使它長存於世，經過許多藝術家

不斷地改革和發展，使它的表現力不斷地得到了豐富。歷代

許多名人、詩人為它吟詩作賦，如西晉陶淵明的《歸去來辭》、

宋代蘇東坡的《後赤壁賦》中以簫敘情。晉成公綏的《簫賦》

更是為它繪然一番，其《簫賦》曰：「發妙音於丹唇，激哀

音於皓齒。」、「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動

唇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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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簫的種類及特點

我國的洞簫有長有短，有粗有細，大體分為細長、粗短

兩種，它們各有獨特之處。北方、西南一帶都採用細長的簫，

簫身長短不一，一般都超過兩尺，身細如笛，有的簫的簫口

部還有簫蓋，其音清雅悠揚、恬靜、抒情、儲情溫和，如泣

如訴。

粗短的簫遍佈福建、廣東、臺灣、東南亞一帶。簫長一

尺八寸，簫口內徑為六分（市尺）左右，風口無蓋，其音渾

厚深沉，圓潤動聽，低音悲情淒淒、深沉情怨，高音如鷹翔

舞，中音者情思脈脈，聞聲無不受之所感。今天還保留其古

老形製，在演奏技巧上也不斷地在提高發展。

虛線為簫的背部

（二）簫的種類及特點

（三）簫的選擇及規格

南方的洞簫至今仍保持唐代的製作規格，即十目九節，

每節兩孔（發音孔）第三節鳳眼，簫長一尺八寸左右（根據

洞簫內徑大小而定，標準為一尺八寸，又名「尺八」簫），

風門（簫嘴）內徑在六分左右，這些是選簫的基本規格，但

因樂器普及民間、製簫的人甚多，規格不一，有長有短，有

粗有細，簫音有高有低，沒有統一的音準，在民間樂隊中又

往往以簫為樂隊的定音標準，又因受氣候變化的原因，使整

個樂隊的標準音難以固定。因此在選購簫時要隨帶定音器，

逐孔校對，特別是簫音的「DD 」「 」一定要準確，然後再

對中音的「 」超音的「 」，在對「 」時要按其五孔，

開放第二孔的中指為最宜，如果與定音器相協調，可算佳，

否則次之。

目前供製簫的竹其質不一，有小毛竹、紫竹、石竹等。

因此製出的簫質也不同，氣候一有變化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響，容易變形或爆裂，使用時間不長，最理想的是石竹，

它的竹質堅硬，不易變形，是我們最理想的選擇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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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保護簫

選擇一支理想的簫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對於簫的保護是

很必要的，洞簫最重要的部位是頂部的吹口（也叫受風口或

簫嘴），哪怕是微小的變動損傷都會使音質變化及影響吹奏。

另一重要的影響是受氣候的影響，因為在不同氣候的條件下

將會產生不同的音色。因此必須嚴防損傷及儘量縮小因受潮

或乾燥產生的音差。

簫的保護方法很多， 目前大多採用下面的幾種保護方

法：（一）設置簫盒，盒內用海綿輔填，盒裡的兩端要增加

厚度，盒外用膠質或塑料而包裹，不用時要置於盒內，不能

隨便掛在壁上，儘量避免受氣候的影響。

（二）自製一把潤溫棒（見圖）可用一把細竹棒（以能

插入簫裡為準）用小布條捆紮結實，棒上再沾上少量的鹽水，

把它插入簫裡，使洞簫經常保持一

定的溫度，對保護簫的音質會起了

良好的效果。

（四）如何保護簫

（五）演奏姿勢

洞簫的演奏姿勢，自古以來都是很講究的，如盤腿吹奏、

疊腿吹奏、簫尾觸腳尖、手肘碰膝蓋等均有一定的吹奏姿勢。

但隨著時代的要求， 這些舊的習俗已被新的演奏姿勢所代

替，如泉州南樂的洞簫吹奏先師，已為我們新的一代的演奏

姿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洞簫的演奏姿勢可分為坐吹、立吹兩種。坐吹：雙腳自

然垂直為 90°， 背直、 挺胸、收腹，頸要直、顎要收，雙眼

有神、雙手持簫需右下左上，簫與人體成 80°，雙手與身為

75°。但這也並非絕然，一個演奏者，在姿勢大抵正確後，在

演奏的過程中，總是隨著感情的變化而變化，我們所講的是

對初學者應持有入門的正確演奏姿勢罷了。（見圖）（注）

立吹一般適應於獨奏，它的演奏姿勢與坐吹大抵相同。

立吹的好處在於自由奔放，表現情緒的幅度比較大。（見圖）

注：作者手稿中沒有圖片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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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試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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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試表

洞簫的結構是保留傳統的製作方法，也就是對位的製作

方法，所以一支只有六個孔的單管可以通過指法的變奏吹奏

五至六個調門。這些調的指法相差不多，運用變指的方法來

調解調式變化升降，這是一般演奏者必須掌握的常識。

初學者最好先學習 G 調，待熟練後再學 C、 D 調，這些

調門的演奏指法易懂掌握，其後再學 F、Bb 調，這兩調門的

指法雖然有所變更，但由於五度關係的存在，指法就易於變

換，因此吹奏 Bb 調的基礎是 F 調門。

一支只有六孔位的單管能吹奏五、六個調門是不易掌握

的，但它還不能適應現代音樂的需要。許多專家們， 業餘愛

好者為此進行了艱苦細緻的研究、探索工作，研製了 A—E、

Bb—F 調門的洞簫，初步解決了單管難於轉調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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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何掌握洞簫的吹奏技巧

吹簫的最大特點在音色的純美。演奏者必須具備正確的

吹奏方法，包括運用和風門的運用、口勁的控制、口風的大

小及靈巧有力的指功。其中運氣更為重要，可說是吹管的生

命線。這方面有許多故事在民間中常年流傳著，如「李子吹

簫吐血而亡」，吹簫容易得肺病等等。從這些傳說中看出吹

簫運氣功夫之深的極其重要性。但實踐證明，有了正確的運

氣方法，不但不會使身體健康受到影響反而對身體健康有所

幫助。要掌握正確的運氣方法就不能急於求成、急於能儘快

的吹上曲子，不注意運氣方法，吹奏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導

致悶胸的不良反應，這些都需要在學習中克服的。

（1）運氣

吹簫運氣氣法，古今許多民間演奏家都十分重視。從古

至今之運氣法有：氣通「三關」入其「三焦」之說。「三焦」

者下腹，「三關」者喉、胸、中腹。初學時先把嘴自然緊閉，

用鼻孔吸氣、直通小腹，使小腹隆起，然後小腹壓氣出「三

關」。吸氣時，胸不上漲，中腹隨其自然，立意「三焦」務

使自然吞吐，此也是一種民間氣功的運行，遵此每日定時練

習（最好是清早最佳）能使身體健康、簫聲動聽，這是自古

（七）如何掌握洞簫的吹奏技巧

至今的吹簫運氣法。

（2）風門

簫是我國的傳統樂器，具有傳統的風門技巧，它的特

點是風門周圍的肌肉較鬆，鬆緊變化較之緩慢，持續性長，

在一個民間樂隊裡，一個演奏員可以持續幾小時的吹奏而

不覺勞累（當然這也是與正確運氣法有關）。多年來許多

演奏家在演奏的實踐中又有新的發展。根據簫的音域，把

它區分為緩、 平、急的不同音區，使其風門能適應樂曲快

速變化的需要。

吹奏時下唇的肌肉稍向兩旁拉，上唇的肌肉稍微收縮

並向下唇微靠，上下唇合攏時中間有一小縫溝，構成良好

的風門。

（3）口風

口風、風門、口勁三者間都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口風

和運氣又是息息相關。吸氣後，氣從口腔而出，出氣的大

與小，風門的大與小而產生了不同的口風，也就是氣流量

的強與弱，緩與急而產生大與小口風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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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口勁

口勁也是與風門大小、氣流量大小、風門周圍肌肉收縮

程度有密切相關的。口勁是由唇部周圍肌肉的收縮、鬆緊所

形成的，吹低音弱音口勁小，吹高音強音口勁大，它是控制

音量音色的機能，也是吹奏現代樂器曲不可缺少的一門基本

功。

（5）指法

初學吹簫，一般都是先練習運氣與風門的構成然後再練

習指法。洞簫的按指方法有它的獨特之處，對某些傳統指法

的要求也很嚴格，古人對於按指（包括指的活動）稱為「指

功」。先靠藝人常說「十指之功非一時」，古代藝人對於按

指的要求是：在十步之外能聽到演奏者按指的聲音（不吹奏

時將手指按在簫孔而發出每個音孔的原音）也就是要求指頭

不但要靈活而且要有力，這是洞簫按指的基本特點。

（6）按指方法

左手拇指管按簫的後孔（第六孔）食指尾節按第五孔、

中指順次按簫身、無名指按第四孔、小指自然地按簫身。右

手拇指頂簫背、食指按第三孔、中指第二節按第二孔、無名

（七）如何掌握洞簫的吹奏技巧

指尾端靠第二指節處按第一孔，小指自然依簫身。（見圖）（注）

洞簫的傳統指法比較豐富，有上下引音、敲音、搧音、

傳統的打音法、平吹鳳凰展翅、急吹鳳凰展翅、雙指打音等。

許多演奏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繼續創造、發展並吸收了外

來的吹奏技巧來豐富洞簫的表現力。

注：作者手稿中沒有圖片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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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一「 」呼吸號

二「 」上引音

三「 」下引音

四「 」敲音

五「 」跳音

六「 」捂音

七「 」搧音

八「 」打音

九「 」上曆音

十「 」下曆音

十一「 」雙指打音

十二「 」氣震音

十三「 」通氣

十四「 」單吐音

十五「 」雙吐音

十六「 」三吐音

十七「 」氣吐音

十八「 」鳳凰展翅

十九「 」連音符

符號

G 調指法表 G����

d e

�
�

�
�

�
�

�

�
�

�
�

�
�

�
�

�
�

�
�

21 3 4
#
4

## #
845 6 7 81

�
�

�
（

�
）

�
�

� 82 83 84 85 85 86 86 87 91 92 93

a b c bd e g a c
2

ed dc ec gf f fg
# # ## ## #

a b

*5

*5

*6 *7

�� �� �� ��

①南簫為 G 調單管，它的筒音是 D

②虛線為簫的後孔（第六孔）， 圓圈黑點表示按指，有一半

白一半黑者，表示按半孔，圓圈白的為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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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表上分「緩吹」「平吹」「急吹」「超吹」，在吹奏過程

中均有區別。如：氣的流量、風門的大小、口勁的伸縮、吐

氣的緩急，都有著差別。下面舉例幾首簡單的樂譜，以便有

機會練習。

 G 調指法表

（一）「V」為呼吸記號

（二）構成正確風門後就可以吹上曲子，吹不響時必須

考慮下面幾個問題：①風門是否過大或過小②口風口勁是否

過強或太弱（氣流量及肌肉伸、縮的程度）③手指按孔按得

出不出。如果有以上的缺點，加以研正就能吹的響。

（三）儲氣：在吹奏過程中，不能把吸進體內的氣體全

部用光。儲氣量要根據樂句長短而定。

緩吹練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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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後，風門須逐漸擴大，口風逐漸增強。

緩吹練習（二）

 G 調指法表

緩吹練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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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月下簫聲」獨奏曲的手稿之一。

吳孔團先生演奏記錄

(1) 月下簫聲     　　　(2) 燕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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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明之際，

回想起父親吳孔團在世的點點滴滴，

思念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父親吳孔團， 1936 年正月初一出生於泉州南安水頭一個貧農家，

他的出生給這個貧困的家平添了幾許喜慶，老人們都說正月初一出生

是來遊玩世界的，從此開始了父親艱辛與精彩的一生。

父親吳孔團對音樂特別喜愛，從小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南音館，

他向老前輩們學習洞簫、二胡、三弦以及所有的南音樂器。兒時的閩

南小石屋時常傳出洞簫如泣如訴優雅的旋律。在一個不知名的夜晚，

一位外鄉人尋著簫聲來到小石屋前，駐足傾聽，直到敲門見到一個年

輕小夥，深感驚訝。陌生人告訴小夥子，要更好的學習音樂，之後參

軍到部隊文工團。此後父親就一心想著參軍，走上正規的藝術之路。

父親十八歲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服役地在平潭島，是通訊兵。沒

能如願選上文藝兵，但他念念不忘音樂，在一次全軍文藝匯演中以一

曲《二泉映月》榮獲二胡獨奏一等獎。復員後，毅然來到泉州參與創

建僑鄉歌舞團，後被收至福建省歌舞團。1966 年文革開始，我父親被

打成反革命，由於母親有海外關係，以叛黨叛國、裡通外敵莫須有的

罪名，被流放到閩西北，關在牛棚三年。1969 年幹部下放，父親帶著

妻兒回到了家鄉水頭，被分配到曾山嶺頭，我們一家在那山裡似乎終

年見不到陽光，記憶中桌子、椅子都發黴了。那段日子，父親沒有被

生活壓倒，和母親一起組建宣傳隊，父親作詞作曲，母親編舞排練，

演出服都是用手工縫製的。把鄉村不識字的大姑娘、小媳婦教的個個

能唱會跳。在水頭鄉村匯演中多次獲得好評。題材多樣，歌頌黨和毛

主席，反對包辦婚姻、促生產等。一年後調到水頭公社，父親在水頭

大隊排練了樣板戲《紅燈記》，在艱苦的生活中創作了大量的圍海堤、

修水利等群眾耳熟能詳、膾炙人口的歌曲。

1970 年後，省歌舞團多次通知水頭公社要我父親回到福州原單位

無果。由於我的外公王宣化從中僑委離休回水頭養老，與我們一家住

在一起生活，至 1978 年省歌舞團派人來水頭公社要人，還是以借調的

方式把父親要回省歌舞團。到了省城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參加

慰問越南自衛反擊戰歸來的解放軍戰士。後隨團訪問日本長崎，洞簫

獨奏上了日本頭條畫報。父親對洞簫情有獨鍾，對藝術精益求精，在

他有限的藝術生涯中，有位得意門生陳強岑，父親創作並演奏的《月

下簫聲》榮獲全國調演三等獎，如今父親的學生陳強岑把《月下簫聲》

很好的傳承下去。

1984 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台廣播頻道採訪了父親，生活和他開

了個小小的玩笑，在北京父親邂逅了兒時尋聲聽簫的陌生人，他就是

中央樂團團長王鐵錘。

1984 年父親去香港與母親團聚，父親的洞簫作品及演奏技能、風

格在香港得到民樂屆的廣泛認同，業界灌制了父親的《燕歸》、《月

下簫聲》、《漁歌》等洞簫獨奏曲。

1996 年父親從香港回到水頭，直到 2008 年去世，這期間是父親

最快樂的時光，他每天在家以簫會友，家中經常聚集許多南音愛好者，

父親也時常隨身帶著洞簫向晉江安海、青陽、泉州等地的南音師傅學

習。

作為我父親吳孔團的女兒，雖然沒能繼承父親的傳承，但看到泉

州的藝術家們對父親所創作的《月下簫聲》的鍾愛，深感欣慰，感謝

泉州藝術家。

吳孔團的女兒：吳卡娜

2020 年 4 月 3 日

後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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