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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阳吹打乐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

李建明周思豪

一、信阳市河区自然环境
据史料记载，秦汉置南阳郡义阳乡，即今天

的信阳。河南省信阳市河区位于河南省南端，

处于大别山、桐柏山结合部之北麓，地理坐标跨
东经

113°57′～114°08′

，北纬
32°03′～32°18′

，地势
由西南向东北倾斜， 城区坐落于浅山丘陵构成
的盆地之中，沿河两岸分布。东北与市委、市
政府所在地羊山新区接壤， 东与平桥区相邻。

2000

多年前， 勤劳善良的人们就在河区这片
美丽的土地上耕耘。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是县
级信阳市， 辖

5

个街道办事处、

4

个乡和
3

个管理
区，总面积

222

平方公里。

1998

年
6

月，原县级信
阳市调整行政区划成立河区，辖

4

个乡、

4

个镇
和

8

个办事处， 总面积
1512

平方公里， 人口
62

万。

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秀丽多姿的自然风
光和人文景观。 位于该区南

38

公里处的鸡公山
风景区有“青分楚豫、气压嵩衡”之势，是我国四
大避暑胜地之一。位于西南

8

公里处的省级著名
风景区南湾湖，碧波万顷，素有“豫南明珠”之美
称。 始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贤隐寺和元代的文
庙大成殿， 明代著名文学家何景明墓等皆古韵
悠然，与青山绿水相映生辉。

二、义阳吹打乐的历史渊源及传承人
（一）义阳吹打乐的历史渊源及流传区域
义阳吹打乐有着悠久曲折的发展史。 据当

地老艺人们回忆：席本华的父亲席培盛习吹“义
阳吹打乐”时，称为“义阳吹打乐”，民国元年（公

元
1912

年）又改称为“龙灯场面”（因“吹打乐”大
多在过节耍“龙灯”时演奏，乐队又称为“场面”，

故而称之）。新中国成立前，义阳吹打乐主要分
为三大流派：东关派、西关派、南关派。他们演奏
的曲调大同小异， 只是在演奏的风格与技法的
运用上有所不同。在旧社会，由于广大人民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民间艺术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在
那时，这种吹打乐仅用于迎亲、祭祀等场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人民生活有了改善，艺人们也焕发出了极
大的热情。

1954

年，政府对民间艺术重视起来，

委托信阳市文化馆（现河区文化馆），将流散
艺人集中起来，成立了信阳市皮影剧社，由著
名老艺人席培盛担任社长。皮影戏是群众喜闻
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其观众甚多，在皮影戏
的开场和中间的过场以及换场时，大部分演奏
的是义阳吹打乐的曲牌，因此，这些乐曲在信
阳市流传甚广，不少群众都可顺口哼唱。由于
皮影剧社的影响，信阳市原有的各个流派都以
席培盛的皮影剧社所演奏的乐曲为模式，逐步
走向统一。此时，他们将“义阳吹打乐”更名为
“信阳市民间吹打乐”，演奏所用的乐器也均模
仿采用席培盛自制的那种小口唢呐。

1954

年至
1958

年期间， 可谓义阳吹打乐发
展的兴盛时期。当时，除皮影剧社以外，西关、东
关、南关以及各大厂矿、街道办事处都有业余的
吹打班子，逢年过节，组织起来稍加排练即可演
奏。

1958

年以后，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信
阳民间吹打乐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渐渐地衰落
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民间器乐曲又
被当成“四旧”给破除和禁锢了。乐器被毁坏，剧
社被解散，此后，大部分老艺人相继去世，部分
曲牌也随着艺人的去世而失传， 民间吹打乐的
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义阳吹打乐又以新的姿态活跃在市区各地。除
在婚、丧、嫁、娶等场合进行演奏以外，每逢新春
佳节和元宵灯会，狮子龙灯、旱船蛤蜊、高跷花
挑等排列在前，唢呐和打击乐尾随在后，好似五
彩长龙，艺人们走街串巷，热闹非凡，一路之上
锣鼓喧天、龙腾狮舞，群众鸣放鞭炮以示欢迎。

凡鸣炮之处队伍便停下来为群众表演， 乡音乡
情倍感亲切，围观群众喜不胜收，深受人民群众
爱戴。

义阳吹打乐曲目甚多，据老艺人回忆，有
50

多首曲牌，现收集整理有
16

首，常用曲牌基本包
括在内。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失传。这种民间吹打
乐已成为节日以及婚丧嫁娶场合不可缺少的演
奏形式。

义阳吹打乐除在原县级信阳市广为流传之
外， 皮影剧社还常在农闲时节到外地进行流动
演出，如周边的罗山县、原信阳县、正阳县，以及
湖北省随县、应山等地的城镇乡村。所到之处，

这些民间器乐曲也随之流传到这些地区， 并在
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

(

二
)

传承人及发展现状分析
席本华， 男，

1939

年
12

月生， 现年
76

岁，汉
族，信阳市平桥电厂检修工（已退休），家住河
区老城办事处建设路居民委员会棉织厂小区。

其父席培盛和大伯席培贞是民间艺人， 早年曾
带领一个皮影剧社在信阳、 湖北等地及信阳市

附近的农村、县城演出。席本华自幼受皮影戏音
乐的熏陶，酷爱民间音乐。

8

岁时，开始跟其父学
习家传唢呐演奏技法。同年上小学。在学校学习
期间，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参加皮影剧社的演出，

积累了丰富的演出、演奏经验。

1956

年，席本华
初中毕业后，到洛阳地质勘探队工作；

1958

年调
到信阳南关电厂；

1979

年随南关电厂一起合并
到信阳平桥电厂任检修工；

1991

年退休。

席本华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
用业余时间挖掘、研究家传唢呐演奏技法，使这
一家传演奏技法得到继承和发扬。 他在学习家
传唢呐吹奏换气方法时， 用一支麦秆插在潲水
里吹，来进行换气练习，要求做到水里泛起的水
泡不间断。由于他的刻苦练习，奠定了坚实的基
本功。因而，他演奏的唢呐音色圆润饱满，指法
娴熟流利，姿态自然潇洒，韵味浓郁醇厚。席本
华还精通各种打击乐器， 在乐队中除任唢呐主
奏外， 还向队员传授各种打击乐器的演奏技法
及锣鼓经。

历年来， 信阳市河区举行的灯会、 联欢
会，席本华都积极参加。

1984

年春节，他演奏的
唢呐曲牌被河南省电视台采录并播放。

1985

年，

他吹奏的“信阳市民间吹打乐”

曲牌
16

首，被《中国民族民间器
乐曲集成河南卷信阳地区资料
卷》收录。

2007

年，代表河区参
加信阳市锦绣茶乡民间艺术展
演，吹奏的民间吹打乐“龙灯场
面”获优秀节目奖。席本华是
河区颇受群众欢迎的、在群众中
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唢呐演奏
艺人。

席培盛， 生于
1903

年
5

月
22

日，卒于
1980

年
11

月
29

日。席培
盛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做挂面、碾
米为职业，闲时组织几个民间艺
人， 在街亭搭起戏棚唱皮影戏，

任信阳市皮影剧社社长，以此
聊补生计。 席培盛是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

吹、拉、唱、打，样样精通，并能制作皮影道具。

席培盛自幼师从周正清。

周正清，生于
1886

年
11

月
9

日，卒于
1988

年
5

月
26

日， 是信阳地区在辛亥革命时的发起人之
一，新中国成立后是信阳市历届政协委员。周正
清自幼喜爱民间音乐， 还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对
吹、拉、弹、唱等民间艺术有一定的造诣，对打击
乐器尤为擅长。他曾授徒二十多人，其中有周任
东、王贵臣、王学洲、席培盛等。席培盛是学徒中
的佼佼者。周正清自幼师从胡世贤。

胡世贤，信阳市人，生于
1860

年
10

月
6

日，卒
于
1944

年
3

月
9

日。

1938

年
10

月日本侵占信阳市，

他逃往四川，在四川去世。

三、义阳吹打乐基本音乐形态特征分析
（一）调式及旋律特征分析
义阳吹打乐是在当地流传的民歌小调和

皮影戏的曲牌等音乐素材的基础上发展而
成的。乐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豫
南地方色彩。它活泼风趣，热情欢快，悦耳动

听，富于表现力。

义阳吹打乐曲目甚多， 现收集整理出的曲
目有《过街闹》、《大开门》、《八板》、《过河调》、

《锣鼓调》、《五声呼》、《淮调》、《将军令》、《小卖
货》、《尚和调》、《反大开门》、《醉酒》、《跑楼》、

《卖花布》、《信阳小调》等。

乐曲在调式的运用上比较丰富。 主要以五
声音阶为基础，也使用了由偏音（变徵

#4

、变宫
7

和清角
4

）而形成的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使用
的调式音阶为清乐音阶和雅乐音阶。 以徵调式
和宫调式为主要调式，其次还有羽调式、商调式
和角调式。整个吹打乐是以

A

徵调、

A

宫调和
D

宫
调为基础。 其中有部分乐曲的结束句并不终止
在主音上， 而是半终止在上主音和三音或属音
上，使人感到别有风味。艺人在演奏中还运用了
传统的近关系转调，听起来非常自然，使曲调得
到了较好的发展。 全部乐曲的音域虽然只用了
一个八度（多为

1

—

ⅰ

或
5

—

5

），但却给人有起有
落，变化无穷的感觉。乐曲在曲式结构上，较多
地采用了一段体的结构形式， 也有部分乐曲采
用了再现式的两段体， 无再现的两段体和再现
式的三段体曲式。节拍以

2/4

拍子为主
,3/4

、

1/4

次
之。在打击乐曲中，还常出现不规则的

3/4

、

1/4

拍
子
,

这种
3/4

、

1/4

拍子多处在两个部位：

3/4

处在每
首乐曲开始的第八小节

(

吹打乐“淮调”一曲例
外

)

。

1/4

在部分乐曲中出现在唢呐的旋律进入之
前的一小节。

义阳吹打乐在打击乐的运用上也有其特
点，在演奏时，要求大锣和手镲不能同击，小镲
用来击打节拍。每首曲牌都以打击乐作为引段
（开头）和送段（结尾），并作为间插段穿插在乐
段与乐句之间， 起到渲染气氛和伴奏作用。堂
鼓可根据乐曲灵活加花（例如“信阳小调”

（二））。乐曲的联缀方法也比较灵活，每个曲牌
都可以单独演奏，也可以联接演奏。联奏时，曲
牌之间的先后顺序没有固定的格式，曲牌之间
的联缀均由打击乐承担，乐手可以根据不同的
场合，或长或短，或多或少自由转换。

（二）乐队编制与舞台表演特征分析
义阳吹打乐的乐队是由唢呐、堂鼓、大锣、

小锣、大镲、小镲等组成，通常为六人。有时可另
加一支唢呐， 乐队为七人组成。 在行进式演奏
时，唢呐居前排正中，堂鼓在唢呐之后处第二排
正中；大锣、小锣在堂鼓左边，大镲、小镲在堂鼓
右边。

乐队坐场演奏时，与行进式的位置相同，不
同的是，打击乐是坐势，而唢呐手则一直是站着
演奏，每个曲牌的第一句，唢呐手回转身面向司
鼓吹奏，以此告诉司鼓要演奏的曲牌（需要演奏
什么曲子，由唢呐手掌握），然后再转身面向前
继续演奏，司鼓则根据唢呐要演奏的曲牌，指挥
打击乐为唢呐伴奏。

（三）乐器的形状与制作
义阳吹打乐所采用的打击乐器，是一般的

通用乐器，不再详述；只是吹奏乐器———唢呐，

和一般通用唢呐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别制作
的唢呐，是艺人席本华根据家传的唢呐之原型
自己制作的。唢呐的木管是用老杏树的木杆加
工制作而成。管上共开八个孔，前七后一。音域
为小字一组

#d

至小字二组
f

共九度。 木管的上
端装有铜帽，上插一小铜管（像毛笔的铜帽），

小铜管上端插有一个圆形铜片，小铜管顶端套
一个苇制的小哨，木管下端承接一个椎体形黄
铜皮制成的扩音器（即喇叭）。这种唢呐音色
圆润饱满，热情奔放，富有活力。

四、 对义阳吹打乐音乐文化艺术未来发展
保护与继承的思考与建议

（一）义阳吹打乐的价值
义阳吹打乐， 在整个河区吹打乐中占有

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河区唯一的民间吹打乐，

是淮河流域民间音乐的缩影， 有着很强的区域
性。其主要价值是：

1.

学术价值。在信阳民间音乐中，民歌占有
主要地位。 吹打乐有新县的三壁吹打乐和潢川
的锣鼓十八番，“义阳吹打乐”却名不见经传，发
掘、整理和抢救“义阳吹打乐”，对信阳民间音乐
研究、开发具有很高的价值。

2.

实用价值。发掘、抢救、保护“义阳吹打
乐”， 对信阳市乃至河南省的精神文明建设，丰
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

促进人们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
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义阳吹打乐的发展现状
义阳吹打乐虽然在河区委、 区政府的大

力扶持下，做了许多发掘、抢救、继承、弘扬的工
作， 活动开展良好， 但仍然存在不少难以解决
的问题：

1.

吹打乐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
了变化，一些传统民俗日益淡化；吹打乐的主要
活动阵地逐渐缩小；过去的东关派、西关派、南
关派，随着老艺人的谢世已不复存在。

2.

能够演奏义阳吹打乐的唢呐手，河区
现在只有席本华一人， 且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

没有年轻人学习，面临绝灭的危险。

3.

吹打乐打击乐班子人员也已经老化，后
继无人。

（三）保护和传承义阳吹打乐的几点意见
1.

必须充分发掘义阳吹打乐资源，文化管
理部门应该组织相关专业人员下乡采风， 收集
整理，利用现代科技把义阳吹打乐记录下来，在
文化局下属机构成立义阳吹打乐研究保护中
心。定期向义阳吹打乐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保
护好传承人，把义阳吹打乐传承发扬下去。

2.

宣传部门应该对义阳吹打乐进行大力宣
传，通过文化馆、文化宫等事业单位机构，把一
些热爱吹打乐的人们组织起来， 聘请义阳吹打
乐传承人现场授课， 建立一个义阳吹打乐学习
中心，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3.

宣传部门应该定期举办一些信阳民间音
乐大奖赛活动，对义阳吹打乐进行宣传，可以让
更多的人了解并接触到义阳吹打乐， 使义阳吹
打乐和整个信阳地区的民间音乐都得到更大范
围的普及。

4.

宣传部门牵头，整合社
科、 文化及本地高校科研机构
等多种力量， 对义阳吹打乐进
行针对性、学术性研究。

5.

宣传部门负责，立即组
织相关人员对义阳吹打乐进行
专业性保护、抢救、传承、开发，

真正继承我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瑰宝。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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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阳市河区民间音乐艺术的优秀代
表———“义阳吹打乐”，是以唢呐为主奏、打
击乐为伴奏的民间器乐艺术， 其产生的年
代尚未查到文字依据， 但以相关艺人的师
承关系推算，距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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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历史，历经
数代艺人的传承发展， 特别是经由当代艺
人席本华的加工提炼，兼收并蓄，形成了目
前比较完整的民间器乐曲。

1985

年，信阳市文化馆收集整理《中国
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将“义阳吹打乐”取
名为“信阳市民间吹打乐”，被《中国民族民
间器乐曲集成河南卷信阳地区资料卷》录
用， 并报送河南省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
纂委员会出版。

然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信阳市唯一
的吹打乐班子人员年龄严重老化， 义阳吹
打乐面临着失传的危难境遇。目前，当地政
府也正在积极为其申请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大力开发和继承“义阳吹打乐”

民间音乐文化艺术。

本文通过对义阳吹打乐的文化梳理和
音乐分析， 旨在加深对义阳吹打乐艺术特
征和文化价值的理解和认识， 为更好地传
承传统文化艺术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必要的
帮助。

【结语】

义阳吹打乐，绚丽多彩，变幻无穷，是信
阳民间吹打乐中不可多得的音乐文化艺术瑰
宝，更是信阳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

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局限性，以及即将失传
的危机。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信阳儿女，肩负

着传承、宣传本土音乐文化的责任。作为郑州
大学音乐学院的学子， 更是应该发扬前人的
精神， 学习了解宣传信阳民间音乐———义阳
吹打乐，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义阳吹打乐，并继
承和发扬光大。

义阳吹打乐演奏现场

义阳吹打乐吹奏所用唢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