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講  吹笛子如何能自學成才 

 

中國竹笛具有特殊的迷人魅力，不僅攜帶方便，價格低廉，而且具有極其豐富

的表現力。它不僅能表現高亢明亮、火熱歡快、激奮昂揚、優美抒情的樂曲，也可

表現低沉、哀怨、悲傷的作品，所以，幾千年來深受華夏大地各族人民廣泛的熱愛。

學習者歷來眾多，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富裕，笛文化也在蓬勃發展，習笛之

人已不僅是青年學生，有眾多的中、老年人也加入了學習笛子的行列。形勢十分喜

人。 

全國的音樂院校，每年儘管招收不少習笛學生，但相對與廣大熱愛笛子的人來

說，那只是極其少數。大多數都只能是通過自學來提高笛藝。有一些學笛者雖說能

找個老師，但也只是每週一堂課，學些常用的或者以應對考級需求的學習而已。消

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所得到的知識與所付出的經費和精力相比，那是太不相

對了。 

想學好笛子的技藝，不下功夫練是不行的，但並不一定都必須進音樂學院才能

成功。能進專業音樂院校學習，當然是最理想的事，但並不意味著上不了音樂學院

就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現在，不僅是各行業的成年人和離退休的幹部吹笛者眾多，

在校園，特別是在小學和初中學生中學笛者更多。這麼眾多的人不可能都進入音樂

院校進行專業學習，是不是就學不好呢？許多事例已經證明不是這樣，我們國家不

少有成就的著名演奏家，都並未進過專業院校學習。 

人常說：路在人走，事在人為。我們採取一種自學的方式，也同樣能到達理想

的彼岸。 

自學，並非是只要天天苦吹苦練就能快速提高進步，而是要掌握和運用科學有

效的學習方法才行。我是個農家子弟，小時因家貧無緣就讀中學，只是高小文化，

我的一切成果，除部隊給我提供了廣闊地實踐機會之外，學習的機會只有劉管樂老

師的十餘天指導，基本上全靠自學。 

現在我把我的實踐心得略介紹於後供同學們參考：  

一、學笛子六要 



“志於心、善於學、勤於練、貴於悟、持於恒、勇於創，乃習笛之道。”這是我

在幾十年實踐中體會總結的一個成功規律。我在教學中也要求學生們牢記並努力去

做的一個座右銘。為了便於理解，我分六個要點講述如下： 

（一）要樹志立魂 

要幹好一件事首先要有一股子幹勁，要有志氣，這就是我說的“樹志於心，無

志難以成學”。這個志並非空喊口號，而是有著具體的要求：如不怕苦、不怕累堅持

練習；遇到困難不灰心喪氣；不怕他人諷刺譏笑等。 

目前學習笛子的人大約有四種類型；第一類型的人是極度熱愛或因某種原因，

決定以此為終身職業的人。這些人，大多是爭取考入音樂院校深造；第二種類型的

人大多是青少年學生，目的是為了提高綜合素質和升學加分；第三類型是為了自娛

自樂，把笛子當成自娛尋樂的一種工具和手段；第四種類型的人多為離退休人員，

目的是為了修身養性，陶冶情操，悠閒自在，健康長壽。 

由於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學習目的，所以在學習的決心和毅力上就會有很大

差異，但是，我認為，不管你是出於何種目的和興趣來學練笛子，總都是要花費時

間和精力的，那麼為何不在同一的時間、精力的輸出下，收到最佳的學練成果呢？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是“業餘”、自娛自樂等而不求提高，也不要為了考級、得獎、

加分而揠苗助長，急於求成。 

專業與業餘，是學習條件和目標的不同，不應是依此來劃定高低優劣的標準。

在歌唱、舞蹈、器樂界中，有不少業餘並不比專業者差，這是常見不鮮的事實。你

能否學有所成，關鍵之處不是別的，首要的就是要有一股子，不達目的不甘休的決

心和勁頭。 

立魂，也十分重要，這個魂是指個人的獨立思考，選擇自己的所愛、特點和個

人性格、情趣愛好、所處環境氛圍、文化素質、技藝水準等，立魂，是一個綜合的

體現。現在常聽說的一句話：“一曲成名”、“一鳴驚人”，其不知，這一曲、一鳴正

是這些演奏家、歌唱家的“魂”的體現。笛子流派、名家也不少，每個學笛子的人，

都應博采各流派之長，全面學習。在學習初期，往往都要經過一個模仿的過程，但

卻不能長時期地停滯於反覆模仿，要把所學的東西，不但能掌握其技，而更要領悟

其神，把所學一切轉化融通為自己的心得，而不是鸚鵡學舌、照貓畫虎。 

（二）要做到三問 



所謂三問，就是“處處留心皆學問”、“凡事問個為什麼”和“不恥下問”。自學吹

笛，並非每天都要握著笛子不放，拼命的吹，而是要放眼聰耳。放眼，就是叫你去

觀察、讀書、看別人的吹奏；聰耳，就是要多聽別人的演奏。除了欣賞唱片外，在

公園、在街上、在公車和計程車上，一旦有音樂播放，都應用心聆聽，從中記取自

己感到還不甚瞭解和不明白的地方，做到處處留心學習；之後若遇到有人在吹奏時，

不論他的演奏水準高低，只要有可取之處都應上前求教。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這就是不恥下問；看書、聽音樂和練習吹奏中，對自己尚未理解的東西，要

問個為什麼。要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學習理念。把每個演奏技巧、藝術處理等等，

都要從理論、方法、到實踐等方面，徹底搞明白。用理論指導吹奏，在吹奏實踐中

又可總結昇華理論。這樣你的笛藝一定會不斷地向高度邁進。 

說來容易，但真正做到卻很難，往往向強於自已的人求教且能恭而敬之地去學，

但若是向平于或差於自已人請教，這是對“不恥下問”心態的最大考驗，也是對一個

求學者能否最後成功的最大考驗。 

（三）要揚長攻短 

笛子的基本功和技藝，在日常練習中不可能是始終平衡在一個直線上。各種技

藝的長、短、優、劣之處會在不斷地轉化。這就需要不斷地變化自己的攻練目標和

方向。 在促使優劣轉化的過程中，才能不斷穩步提高。如：你本來舌頭比較靈活，

能快速吐奏，而運指動作遲鈍反映不太靈活，但經過一個時期對手指的加強訓練後，

手指的靈活度大跨步地提高了。與舌相比，舌的靈活度變成了弱勢，此時就應調正

基練方案，把練舌放在主攻的地位。 

揚長攻短，是一種練習方法，也是學習笛藝走向成功的科學習練之路。這就是

要悟，明已之長，知已之短，適時調整自已的習練計畫。反之，就有可能能成為一

位跛腳的演奏家。一個跛了腳的人，想跑快、想沖到群體前例，是十分難以達到的。 

（四）要融入群體 

把自己的練習融入群體之中，時時與大家交流共賞，要吹給別人聽，才能得到

第一手真誠的意見回饋，才能悟知已之強、弱何在，也才能真正準確地選擇自己的

練習方向和階段性的主攻目標。 

有人說；聽眾是鑒別笛藝好壞優劣的試金石，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作為一位

演奏家，自己覺得自己這也好、那也好，技藝多麼高超，整日沾沾自喜，可到群眾



中去演奏，大家就是不認可，不受歡迎。有時還怪怨群眾不懂音樂，想想，這還有

什麼意義呢？作為一位演奏家，絕不能孤芳自賞，更不能孤高自傲。回想起我改編

《我是一個兵》的過程，就是融入群體之中的最好實例。當時我還年青，時常深入

部隊當兵體驗生活，戰士們要我吹笛，我常吹些獨奏曲《蔭中鳥》、《喜相逢》等，

但每當演奏完後，雖說也獲得了不少掌聲和讚揚，但他們總有些不滿足，總是希望

我吹軍歌給他們聽，《我是一個兵》就是在部隊與戰士們的生活感受中寫出來的。 

（五）要名師指點 

在學習的過程中，為了不走彎路，避免產生一些學習方法上的錯誤，最直接的

辦法是找名師指點。因為所謂名師，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固步自封的，而

是靠他們長期的藝術實踐所取得的成果被人們接受、承認後形成的。這些人其所以

能被公認為是名家，那他一定有他的獨到之處和成功經驗。有時名師一句話的指導，

如同四兩撥千斤，有些問題當自己還未搞明白時，只是埋頭苦練，這不但不能很快

前進，相反漸漸形成一種難以更改的習性毛病。若有名指點一下，就會使你雲霧盡

散，很快地進步提高。有人說：“名師一句話勝練幾年功”，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六）要恆於實踐總結 

書本上學的，道聼塗説來的學問，那只是獲求知識和技能的第一步，要想真正

成為一位稱職的演奏家，還有一條必經之路，那就是“實踐”。實踐才能獲真知，只

有通過不斷地實踐，才能把自學到的東西從理性、感性昇華為藝術的真諦，真正變

為自己的智慧和藝術素質。大專院校的畢業生能否成就一番事業，不僅是看他的學

歷，而是看畢業後在實踐中的作為，看有沒有在實踐中昇華所學書本知識的機會和

本領。實踐能獲真知，勇於實踐才能改變和造就人才，實踐才能出成果，只有成果

才是說服人們，取得人們尊敬、熱愛和獲取誠信的最根本之路。 

實踐並非只是參加演奏表演，實踐中有一個核心的問題，那就是絕對不可盲目

樂觀，而是要從中去悟，每一個音、每個樂段、特別是華彩之處的強、弱、長、短

等不同處理，要悟出聽眾的反應，要尋找每次的不足和優點，並找出不足之處的解

決、彌補的方案和辦法，這樣才能時時進步，不斷提高。 

實踐是一面鏡子，通過自己在實踐中所獲，再與其他人的所獲做一個對比，才

能找出自己的差距，進而提高自己。 



實踐是成功之母，成功了，就要不斷總結，這才能鞏固成果和昇華理論。沒有

豐富的實踐經驗和體會的沉澱積累，想一舉成名是很困難的。沒有總結昇華來充實

鞏固成果，你的藝術生命也是不可能長久不衰的。 

 

二、先要瞭解笛子 

想要吹好笛子，就應該全面瞭解笛子的淵源和發展歷程，瞭解了才能真愛它，

珍惜它。愛它了就會不怕苦、累地去學。所以希望你在打算學笛子而還未學吹奏之

前先認真讀一下這一節的文字論述，對笛子先有個大概的瞭解。人常說：“磨刀不誤

砍柴工”，瞭解笛子就是在磨刀。這對以後的深入學習和進步提高，會有很多好處。 

過去和現在我國有不少著名的演奏家，並沒機會去專業音樂學院深造，卻也成

就了非凡的事業，取得了豐碩的成績。現在更有眾多從音樂學院笛子專業畢業的學

生，由於始終沒有取得業績，不少人只好改從它業。這其中有社會因素，有家庭或

個人因素，但有一點是可肯定的，那就是所學的笛子技藝可能只僅限於幾首或幾十

首獨奏曲的平平演奏。不僅演奏水準不高，而且，他們很可能沒有對笛子的各個方

面去做更多地追索。對笛子的淵源和發展，對笛子的表現能力和深厚的民族內涵等，

沒有過多求解。其藝術水準可能還停留在“工匠”的階段。 

理論指導實踐，實踐中又總結提高，創造出新的理論，這是能否成就事業的重

要一點。要苦學、苦練、研究總結提高之重要之處，就是要知根知底全面地瞭解笛

子和它在中華民族、中華音樂中所處的地位和價值。 

（一）笛子的發展歷程 

 笛子是我國古老的民間樂器之一。據說早在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當時玉門

關、陽關以西地區)後，長安(當時的國都，即現在陝西省的西安市)就有了笛子，後

來逐漸在全國流傳。可近十多年來隨著文物的出土，證明笛子的歷史要大大向前推

至五千多年前。 對此我們知之甚少。不便多費筆墨，這方面還是由歷史學家去探索

吧。但是，不管怎麼講，笛子在我國至少已有兩千多年以上的歷史。是中華各民族

最流行和喜愛的民族樂器之一。最初人們稱笛子為“橫吹”，後來又被稱做“橫笛”，

現在也還有人這樣叫它。 

 兩千多年來，這一樂器一直為我國廣大勞動群眾所喜愛，而且在藝術表現力上

也不斷有所發展。過去笛子多作為伴奏和合奏樂器使用(如戲曲伴奏)；經過長期的



藝術實踐，特別在全國解放以來，獲得了更為迅速的發展。目前笛子不但運用于伴

奏、戲曲和舞蹈伴奏，在合奏中也廣泛運用，而且已成為民族交響樂團、樂隊不可

缺少的重要的常規組合編制樂器之一，更是一件具有豐富表現力和深受廣大群眾歡

迎的獨奏樂器之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一批又一批老、中、青著名演奏

家、作曲家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這就充分說明了，這一樂器在民族音樂文化的

發展中，在中華大地各族人民的心中，是多麼的重要和深受人們的歡迎。 

(二)笛子的種類與構造 

 笛子是氣鳴樂器之一，所謂氣鳴，就是不用簧片，不用哨嘴，只是有個吹孔，

氣息直接從吹孔吹入笛內發聲。笛子大多都是用竹子做成(也有用鐵管、銅管，鋁管

或塑膠管做的)。它具有一個膜孔，也就是這個膜孔，則形成了它的最獨有、也是最

有魅力的特色。有人這樣說過：“什麼是中國笛子特點？竹子製作加笛膜，就是最突

出的特點”。除了這一個膜孔外，笛身上還有一個吹孔、六個音孔和兩個後出音孔(又

稱穿繩孔，請參閱 42 頁圖 1) 

笛子的種類很多，目前市場上可以買到製作很精良的 C、D，E、bE、F、G、A、

B 等各種調的笛子。但常用的大體上可以把它劃分為兩大類：一類稱為曲笛，另一

類稱為梆笛。曲笛多為 C 調或 D 調(第三孔作“1”)，它的音色厚實、飽滿、純樸、清

脆，在江南絲竹樂和昆曲的伴奏中用得很多；梆笛多為 A、G、F 調(第三孔“1”)，它

發音高亢、明亮、遼闊，多用於北方梆子戲曲(如秦腔、河北梆子、蒲劇等)的伴奏

中。現將 D 調曲笛和 G 調梆笛的實際音域和常用音域列表於下：        

  

 

 

    

 

 

 

  

 

 

 

 



在平常吹奏時，不能過多使用常用音域以外的音。因為那幾個音比較刺耳，不太好

聽。 

目前有一些人試用了幾種多孔笛(如七孔笛、八孔笛、九孔笛，十一孔笛等)有

的還加上幾個鍵子，這種笛子有它一定的優點，如吹奏半音比較準確，轉調也比較

方便等。但是，它們仍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使用起來不太方便，而且，不少傳統

演奏技藝使用時受到限制。因此採用的人並不多。之外，還有人製作了低音大 G、

大 F、和倍低音大 D 大笛和需要幾個人共奏的特大低音笛。我們不用去評價這些創

制笛的好壞優劣，起碼，這種不斷進取，不斷創造、出新的精神，就值得我們敬仰

和學習。 

 

（三）圖表說明 

 

圖 1：笛子的各部名稱 

 

 

 

 

 

 

 

 

 圖 2：手指各部名稱 

 

 

 

 

 

 



 

 

 

 

 

 

圖 3：常用演奏符號說明表 

下面表內的各種符號，有些在目前已經通過，有些只是為了讓學習上的方便而

設計的，不一定很恰當，還有待今後解決。還有一些技巧未設計符號，只好在必要

時用文字標出來。有的符號多種用法，如吐奏”T”就有內、外、氣吐、唇吐等，這就

要依靠吹奏者自己的酌情選定了。各種技巧聯合使用時都是以幾個符號同時標記上



去，如:          就是顫音與花舌的聯合運用;        就是花舌與滑音的聯合使

用。 

(四)笛子的鑒別、修理、製作和保護 

1、如何鑒別笛子的好壞優劣 



笛子愛好者總想有一支如意的笛子，怎樣才算好笛子呢?有人認為價錢高、外表

美觀的就肯定是好笛子，其實不然。一支好笛子首先應該是好吹：包括音程、音階

準確，發音清脆，竹質堅實，製作細緻等。那麼如何進行檢查呢? 

（1）首先檢查音準。在沒有固定樂器對照的情況下，檢查的方法是先吹一下筒子的

三個八度音，如“  5  5
‧

”(第三孔作“1”)，聽聽八度音的關係是否準確；如：1 1
‧
、

4 4
‧
、6 6
‧

等。然後以四、五度音程關係吹奏每個音來檢查，如：“2  5”、“3  6”、

“1  4”、“   3”、“   2”、“   1”等；再吹一下音階(以第三孔作“1”為基本調)，

聽聽是否準確；最後吹一下各個泛音，看看發音的情況怎樣，以能輕鬆順暢地

發出泛音來為理想。 

（2）竹質要堅實、乾、比較老點為好，竹體圓而無裂紋。如果竹子顏色發青說明竹

質不老或者不乾。這樣的笛子吹不了多久，竹子就會收縮，音也就會發生變化，

不但影響到音準，而且音色也輕薄難聽。但過於老，過於乾和過於厚實的竹子雖

說結實耐久，但往往發音卻有些遲鈍，音色清脆和明亮度較差。所以在購買笛子

時一定要用“觀”、“掂”、“吹”、“敲”等手段來鑒別；一觀製作工藝是否精緻；二

掂重量來斷定竹質的優劣；三吹八度、五度三度及音階是否準確；四敲竹質的老

嫩厚薄是否適度。 

這裡要說明一點的是，有不少學生在購笛時常常用平均律的校音器來一個音一個

音地校對，這並非是最好的方法。因為竹笛不是西方長笛，它不是依十二平均律

平均開孔，它的音程結構和國人聽覺、演奏習慣等，都是五度相生律為主。若每

個音孔都符合平均律的音準要求，那支笛子恐怕就失去了中國笛子應有的民族習

慣、風格和魅力了。 

（3）製作上的要求是，筒子內平而圓，無節痕；吹孔、膜孔、音孔的大小適度，而

且洞孔光潔，無竹毛。一般標準是吹孔成圓形，膜孔可稍微橢圓一點，音孔成橢

圓形。所有洞孔都是由外向裡微斜挖進去，成為孔外小，孔內逐漸擴大的形狀。 

（4）外表美觀。 

如果以上幾個條件都合乎要求，這就算是一支很好的笛子了。但是，這種各個

方面都合乎要求的笛子，在目前還是難以買到的，往往總會有些地方不太理想，這

就需要吹奏者自己動手來校正和修理。 

2、笛子常見問題的修理 



在我國邊遠和尚不富裕的地區，想購買一支好笛子實不容易，或者是笛子壞了，

音不準了就無法再用。因此，我們在這裡介紹一些修理和做笛子的簡單方法； 

（1）整個笛子的發音比一般標準調子稍高一些時，如果需要糾正，可將吹孔的右方

(靠膜孔—方)用黃蠟(黃蠟內可加少許松香)封閉少許(封閉越多音越低)，同時再

將吹孔的左方稍稍挖去一點(因封閉後吹孔縮小，而且不圓，不好吹奏)。假如整

個笛子的音稍低於標準調，就可以將吹孔的左方封閉少許，將右方稍挖去一點(挖

的越多音越高)。如果用這種方法還不能達到笛音的升高或降低的要求，那麼，

就可以將吹孔周圍的竹子再挖掉一些(挖成像大拇指肚大小即可)，然後再另找一

塊同樣大小的竹子用膠黏上去，待膠合牢固之後，再根據音高的需要(比原吹孔

靠左或靠右一點)，另開—個吹孔即可。修理吹孔的這幾種方法同樣也適用於其

它各音孔上。 

（2）八度音不準怎麼辦 

八度關係音不準，大多因竹內徑與音的孔距不成比例或笛吹孔處的“底塞”前後

位置不妥，或竹子內徑的椎度粗細倒置或比例不妥所致。可用以下方法修理： 

第一是調整笛塞(吹孔左面的塞子，在筒內)。如果低音高，高音低，可將笛塞向

吹孔移近；如果低音低，高音高，就將笛塞移遠一些；如果這樣仍然不能解決

問題，還可以採用第二種辦法——填挖笛筒。假如低音高，高音低：可在笛筒

內灌些黃蠟；或者用膠再膠上一根竹條子(竹條子的粗細要依音高的需要而定，

竹條越粗；高音就越高，低音就越低)：如果高音高，低音低，可將笛筒的內徑

旋大—些(筒子的內徑越大，高音越低，低音越高)。在旋筒或填筒時要注意以下

幾點： 

第一，要一面修理，一面校對，以免搞了半天還是不準，甚至搞壞了笛子； 

第二，工作要細緻。如灌黃蠟時，要求蠟的厚度和寬度一致，而且平滑；填入

的竹條子，要求竹條面上沒有稜角，成為流線形。 

第三，高音和泛音不好發音怎麼辦?一般多是由於下列原因造成； 

A、笛筒內竹節不平整，需要削平； 

B、吹孔挖得不適當。假如吹孔左面過於向裡斜，就會不易吹出高音和泛

音，應該修直一點； 

C、音孔後面的竹管(調音孔那一節)太長，或調音孔挖得不當，這時可將調

音孔挖大一些，或者從調音孔處開始，鋸掉竹管。 



D、筒子音不準怎麼辦?如果筒子音稍低，可將後出音孔(又稱穿繩孔)挖大

(向前挖)，或者在前面再挖一個孔(孔的大小依音高需要而定)。如果筒

子音偏高，可塞住一個後出音孔或者把兩個後出音孔全塞住，然後在原

孔的後面另開個孔。 

E 、在冬天，膜孔容易被口水打濕，影響發音。因此，當吹完笛子後，要注

意把音孔朝上平放或者倒掛起來(吹孔朝上)。這樣日久就能形成水槽，

使口水由筒內有規律地流出來。擦洗笛子時，注意不要在筒內亂捅，儘

量直進直出；以免破壞水槽。除此之外，還可以在膜孔的裡面(沿著孔

邊一圈)塗些黃蠟或指甲油（商店有售），這樣可以減少口水的外噴，

防止笛膜被打濕。 

如果是因竹子內徑錐度倒置這就無法修理了。笛子的內徑應該是笛頭

（吹孔一方咯大於笛尾一方兩釐米左右，超過了音準會受影響，小於了

音質會不好，倒置了，就只有重做了。 

3、笛子的插口黏連、脫落如何修理 

現在的笛子，雖說做工比較精細，但有一個常使吹奏者感到不好辦的就是插口

粘連或脫落。特別是兩個套筒死死粘連在一起時，就無法完好地分開拔出，致一支

很好的笛子不可再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談: 

（1）防止的辦法: 

插口黏連或脫落，主要原因是長久吹用之後且不拔開，兩套筒間的口水積

聚、幹固形成污漬，或長期不吹奏竹質過幹收縮所致。所以，吹奏者要像

戰士們愛護槍支那樣愛護自已的笛子，每次吹奏完後，一定要把兩節拔開，

用軟布黏去水份，如果不夠滑潤可少許抹些鐘錶油或食用油均可。 

（2）修復的方法: 

對已經黏連的套筒修理是個很細心的活兒，一不小心就會弄壞套筒，我經

常為學生們修理，其方法如下： 

首先要找一個與笛子內徑相符的木或鐵棒，把棒捅入套筒內，然後左右手各持

一把鉗子，左手牢固鉗住外筒不動，右手鉗住內筒（邊緣），然後輕輕酌勢轉動並

向外拉，一般都會成功拉出，如果黏連過於緊固，可把套筒在火上略烤一下再動即

可。 



4、自已如何製作笛子     

現在製作笛子的人和工廠都多，在商店、網路均可購買，但在遠離城市的山區

和農村，想買到一支價格不高的好笛子也不易。不妨也可嘗試著自己來製作。那裡

有可能生長著眾多竹子資源，如果我們能自己製作笛子，那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為

此，這裡給大家介紹一種簡單的做笛方法。 

（1）製作工具： 

之一，能夠切斷竹子的小鋸或刀子； 

之二，能夠鑽眼(孔)的鑽子或者粗鐵絲(燒紅之後鑽孔用)； 

之三，修挖洞孔的小尖刀(普通手工雕刀即可)； 

之四，能夠打穿竹子內節的長銼刀，或用粗鋼絲把一頭打成半圓形、磨得鋒利一

些亦可； 

之五，鉛筆和小毫米尺。 

（2）尺寸比例： 

竹子的內徑粗細和音孔、膜孔、吹孔距離的比例，可參閱下面的圖表： 

 

【笛子尺寸比例表】 

 
調子 

的規格 

(以第三孔

作”1”) 

 
內徑 

(以直徑 

計算) 

 
吹孔 

↓ 

後出 

音孔 

 
吹孔 

↓ 

膜孔 

 
膜孔 

↓ 

第六孔 

 
第六孔 

↓ 

後出 

音孔 

 
第六孔 

↓ 

第五孔 

 
第五孔 

↓ 

第四孔 

 
第四孔 

↓ 

第三孔 

 
第三孔 

↓ 

第二孔 

 
第二孔 

↓ 

第一孔 

 
第一孔 

↓ 

後出 

音孔 



 註: 1、各孔之間的距離都是從每個孔的正中算起，不能從孔邊算起。 

2、尺寸都以毫米計算，比如 15 毫米就等於一厘米另五毫米。 

 

 

上表所列的尺寸比例，並不是不可變的。比如說，竹子的內徑稍微粗一些或者

細些(一毫米左右，不能相差太多)時也可，但必須將音孔與音孔之間的距離也隨之

作適當變化。如果是內徑大，則要求各孔間的距離按比例縮小；反之內徑細，則各

孔間的距離要遠一些： 

（3）製作過程： 

第一，首先把竹子的材料選好。一般要選用較老的、堅實而乾燥的竹子，其次是竹

節要小(多少不要緊)，表面圓而平整，兩頭的粗細相差不大。選好之後：按笛

子的長度鋸成節。 

如果竹身不直：可用柴火(或草火)烘烤，把有彎的地方烤熱後扳直浸入冷水

中(以防彎度復原)，待冷卻後拿出來擦乾即可； 

第二，打通內節，削平外節，內外都要儘量求得光滑。如果竹皮粗糙而不美觀，也

可以刮去一層薄皮； 

第三，比量尺寸，決定調子。把竹子材料弄好以後，用毫米尺量一下內徑(直徑)和

總長度，根據它的粗細和長短，決定做什麼調子最合適； 

第四，調音和挖孔。這是做笛子全部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工作。往往因一個

孔挖得不合規格(發音不準)而使全笛報廢。 

首先挖好吹孔，堵上笛塞(也可以利用某個竹節做笛塞)，然後量好吹孔至後

出音孔的距離，挖兩個後出音孔。開始要先挖小一些，然後吹一吹，聽一聽，

D 調 

筒音=A 

16 毫米 

左右 
341 80 75 186 22 28 31 20 34 51 

bE 調 

筒音=bB 

15 毫米 

左右 
314 74 70 170 20 27 28.5 18.5 30 46 

E 調 

筒音=B 

15 毫米 

左右 
300 74 68 158 18 25 27.5 17.5 28 42 

F 調 

筒音=C 

14 毫米 

左右 
280 69 61 150 17.5 23.5 25 17 25.5 41.5 

G 調 

筒音=D 

12-13 毫米 

左右 
251 58 58 135 16.5 21 22.5 15.5 23 36.5 



看看筒子音是否準確?如果低了點，就將兩個孔都向前(靠吹孔那邊)挖大一些；

假如高了，可將孔堵上，另外開孔，如果不低也不高，就可以向後面挖大一

些，也可以不再挖。 

要特別注意的是，開始挖孔時不能超過規定的尺寸，以防音孔開高了不好彌

補。 

把後出音孔挖好後，以後出音孔為基點，朝著吹孔按尺寸比例依次挖孔。挖

的方法也應先挖小點，然後邊試音，邊擴大。挖好一孔，再挖另一孔，最後

挖膜孔。兩頭多餘的竹子先鋸掉或後鋸掉都可以。如果笛尾的竹子長，還可

以開兩個前出音孔(又稱調音孔)，也可以將笛尾鋸短—些，不要前出音孔。 

第五，全部工序完後，進行總的檢查校對，最後上漆。這樣，一支新笛子就算完 

全製成了。 

 

（五）怎樣採選和黏貼笛膜 

笛子聲音要吹得優美動聽，除了風門、口風、運氣之外，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

因素就是笛膜。笛膜粘貼得好與壞，鬆緊程度是否恰當，笛膜的品質老嫩和黏貼之

後膜上縐紋的多少，是否平整均勻，都會對笛子的音色、音質產生重要影響。 

笛膜是蘆葦（有的當地人稱為蘆竹）桿中的一層薄而透明的內膜，有嫩有老，

嫩的透明而發亮，老的厚而發黃透明度不佳。現在市面上都可以買到，如果家在農

村買不到笛膜，也可以自己就地取材。一般來說生長在水邊少見陽光的蘆葦較好。

採取時間一般要在端陽節前後最好，此時嫩膜多，採取時也較易脫離。 

採取笛膜的方法十分簡單，只需一把較鋒利的小刀即可。其做法是，先把蘆葦

分節割斷，然後用小刀輕輕削去硬皮，使葦膜顯露出來，並用手指把膜輕輕拎在一

起，然後用筷子或其它小木棒把膜翻捅出去。當一條完美的葦膜採到後，要把它夾

在紙夾裡或用紙包好，以防風乾和陽光直照，以避光陰暗的地方為好。也不要把膜

時常裝在衣袋中隨身攜帶，以防變質和老化。 

笛膜要貼得鬆緊適度，在平整的膜上要留有一些橫向皺紋，其皺紋不能重疊，

不要歪斜。 

笛膜黏貼得好壞，直接影響笛子的音色、音量。在黏貼之前，要保持手指的乾

淨，不可污染笛膜。先將笛膜割成方形小塊，然後把它捲起，用大拇指輕輕地撚揉，



使它柔軟：(如果笛膜很嫩，也可以不撚揉)然後在笛子的膜孔周圍塗些清水，再用“白

笈”(中藥店有售)、桃膠（現在還有專用的粘劑出售），待產生了膠質之後，就把笛

膜輕輕地貼上去。先貼左手一邊的笛膜，貼好後，用左手大拇指按住，再用右手大

拇指肚把膜平正地(要有些細而密的皺紋，皺紋切記勿重疊)黏貼好。貼好之後再輕

輕一抹。這一抹十分重要，因為它要起“一錘定音”的作用： 

第一， 使笛膜貼得淨潔平伏； 

第二， 笛膜的振動部分要“抹”出一些皺紋(與膜紋同方向)來，這些皺紋越均勻越

好； 

第三， 使笛膜的緊度合適。因為如果貼的過緊就不能很好振動，音色呆滯難聽：過

鬆了就會使笛音不準、不純，甚至會閉塞不響，因此，每次貼好膜後，要試

吹一下，一般說，低音不發沙、高音不發刺即為適當。 

笛膜並不需要每天都換貼，一張黏貼好的笛膜一般都可用一週左右。但常常因

為笛膜在次日變鬆而無法吹奏，致使許多人重新黏貼。實際上這是不必要的。遇到

這種情況，應當採用民間過去常說的“醒膜法”來解決。何為醒膜法？就是使鬆弛了

的笛膜恢復原狀的一種辦法。其法是：（1）先用嘴向著笛膜呵一些熱氣，使膜更松，

然後再對準笛膜輕吹冷氣，或者把笛子在空氣中輕輕幌動，就這樣幾次反覆地做，

邊做邊試吹，不幾次笛膜就會復原如初；（2）用嘴包住吹孔向筒內吹些熱氣，之後

再吹涼氣，或者把笛子拔成兩節，再搖晃幾下也就行了。經過兩次（天）的醒膜之

後，笛膜基本上就不會再變化。 

如果笛膜變乾變硬了，也不要隨意撕毀，可在膜邊緣微微沾些清水浸潤一下即

可。 

笛膜究竟是橫貼還是豎貼好？這不能一概而論。一般說應是：鮮嫩薄而透明的

笛膜要橫貼（膜紋與竹紋成交叉狀），這樣能增強抗震力，以防破劣；偏老而厚黃

的笛膜要豎貼（膜紋與竹紋同向），以利於同步震動。在黏貼的過程中還應注意： 

第一，注意膜上原有的條紋應和揉成的條紋方向相同，在黏貼時，要依笛膜的老嫩

來決定貼膜方式，成十字交叉形還是同向形。也就是說，笛膜應橫著黏貼還是豎著

貼好。這樣一則是為了音色好聽，二則是增強笛膜的抗震力，第二，一定要注意手

指的清潔，不可把笛膜弄髒或弄濕，因為這樣會使笛膜很快變質。 

 



（六）什麼是“醒膜法” 

新貼的笛膜吹了一天之後，第二天就變鬆了，且無法吹奏，怎麼辦？ 

一張笛膜貼好後，如愛護得好，可以用很長日子。但往往由於笛內的熱氣受涼，

產生水濕氣，第二天笛膜變鬆了，發不出音來，或者發沙音。這時並不需要撕去重

貼，我們可用民間稱之為“醒膜法”來處理，方法是：先用口中的熱氣去呵笛膜，(也

可同時從吹孔處用口向笛筒內呵熱氣)使笛膜濕潤，然後再用口中的冷氣把膜吹乾。

必要時也可輕輕地將膜孔貼在臉蛋上或胳骨上烘暖)，—次沒有呵醒，照此方法多做

幾次，就會使笛膜恢復正常。 

笛子吹完之後，由於天氣熱，笛內水分蒸發變乾，笛膜變緊了可在膜孔周圍(貼

在笛子身上的那一部分)抹些清水或者附上一塊用清水浸濕了的紙，這樣讓它濕潤一

下即可。絕不可任意往膜上抹口水或給膜中間點水，更不能往笛筒內灌水或用水浸

泡笛身。這樣易促使笛膜變質，發音更加遲鈍，影響音色音準，同時會大大減短笛

子的使用壽命。甚至會使笛身破裂。 

 

（七）如何愛護笛子 

一個笛子愛好者，要選購一支非常滿意的笛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當

你選購到一支如意的笛子，就正當很好地保護它。現在一些有名製笛廠家，笛子的

竹才都不錯，不需要再加工處理。若是自己做的笛子，或者新買回的竹質過濕、過

嫩的笛子，可將笛子所有洞孔全部塞住，然後灌進鹽水(可稍濃一些)，浸泡二至四

日(根據竹質濕度而定，竹質濕者浸泡時間要長一些)，然後打開各孔將鹽水倒出，

再用清水沖洗，待一兩小時之後，便可使用。如果買回來的笛子本來竹質很乾而又

堅固，最好用酒精擦洗一下笛筒和吹孔的周圍，這樣會使竹內的少許水份隨著酒精

的揮發而排除，同時達到消毒之目的。     

專業吹奏者都有一個笛盒，現在市場上有多種笛盒、笛套出售，不過邊遠地區

不一定能買到。如果沒有盒的學生也可自己做一個布套，(最好是夾的或棉的)或塑

膠袋。平日將笛子放在裡面，如果盒、套都沒有，可找一塊乾淨的布來包住，以免

風吹日曬，灰塵進入。 

天氣過熱或過於乾燥時，還可做一個“笛膽”(用相當笛筒長度的小棍，纏上幾層

乾淨的布，抹上些油)，不吹的時候可將它塞入笛筒內，以防止笛身破裂。“笛膽”粗



細要和笛筒的粗細相適應，粗了塞不進去，細了挨不上竹壁，起不到潤笛作用。可

用一塊軟的皮子，或較硬的紙片(約二寸長一寸寬)製成一個“膜擋”蓋在膜孔上，並用

細繩將它綁在笛身上，吹奏時將膜擋放到膜的下端，不吹時將它放回蓋住笛膜，以

防笛膜受風、受乾、落上灰塵而變質，或因一時不慎將笛膜碰破。 

 

（八）要注意吹笛衛生 

笛子是吹奏樂器，應該注意衛生。這對演奏者的身體健康和笛子的保護都是有

好處的。每次吹完之後，一定要將笛子倒掛起來，讓筒內的水順勢流出來。然後裝

入盒或袋內，這樣就免得口水在笛筒內發黴發臭，以至笛筒竹質腐爛。 

笛子最好是專人專用，一支笛子不應幾個人共用，避免傳染疾病。笛子要保持

乾淨、清潔。用了一個時候(約三個月或半年)要進行擦洗，擦洗時要用溫水和少許

肥皂蘸濕軟布在笛筒內直進直出地擦洗。不要用過冷或過熱的水和質料很粗的布在

筒內用力地捅，以免損傷筒壁。同時，這樣可以使笛子的濕度、溫度、保持在一定

範圍之內，不會因氣候的影響，產生有時偏高有時偏低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