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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风控制是吹奏洞箫最基础的学习，也是进阶

直到最精深的技巧。我认为对口风的掌握与控制灵敏度是可以不断突破与进步

的。透过不断的适应与吹奏变化，可以体会口风的掌握能力，变化音色，与及强

弱处理的纤细功夫。尤其在箫音的饱满与清纯上这是值得不断开发与进步的重要

技巧。 



  

１粗滞音色与气力不够的感觉 

通常初学者在掌握嘴型与出气角度的控制上，对集中气束概念觉得抽象，无法正

确的让吹出来的除了箫音带杂音外，也特别费劲，吹没多久就觉得疲劳。 

或者不是初学者也会发生此类似现象，例如对习惯吹笛者，改吹洞箫时，以习惯

吹笛的口风来吹箫。另一种是只习惯吹奏一支箫，突然更换洞箫时也常会发生此

现象。 



２高音音色良好，低音却不厚实 

这是大部分人吹箫的情形，对吹箫具备长久经验，却没注意到高低音吹奏时口风

需要的变化，以一致性的口风来吹箫，此情形能掌握好省气力的口风，却因为没

调整口风气束大小而在低音阶的箫声显得单薄不够饱和。 

最佳口风搜寻法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我个人体会是需要练习最佳口风搜寻法，开始吹奏前需要

变化口风来适应洞箫吹口的角度与气束方式。 

实际的变化方式是上下嘴唇的互动关系变化，由下嘴唇的前后变化，或倾斜变化，

透过洞箫的定位稍做前后调整，还有俯仰角度的配合，使吹音最明亮音色最纯。 

一开始学习最佳口风搜寻法，稍稍变动嘴唇可能箫音就没了，因为嘴唇的对应关

系，两个都是圆形体互动下，只要轻微变动，对吹气角度就会有很大变化，需要

拿捏细微的感觉，就好像碟型天线在追踪卫星的精密变化，练就细微控制能力，

对洞箫的口风适应就会很迅速掌握。 

口风的适应能力可以透过反复不同洞箫的吹奏适应能力来练习，洞箫吹口内沟的

深浅，还有节外节内不同吹口方式等，其对口风角度有不同的需求，若能迅速的

适应不同洞箫，对最佳口风的搜寻就有一定的领会。  

透过口风追踪法，不但有利于适应不同洞箫，还可以在吹奏中变化箫音，可以浓

浊淡雅明暗等变化，这是一种吹奏技巧的应用，以利增添乐曲的情境。  

因人而异的口风技巧 

方法叙述很多，技巧的实际掌握需要各自适应与体验，因为每个人天生的嘴唇不

同，其厚薄与形状都会影响出气的方式，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普遍的人在嘴唇

中央有突出或凹下的形状，不利于口风的掌握，尤其应用于高音时的细强气束时，

因此我个人的吹奏口风稍往左边，利用比较能平顺的一边嘴唇，再吹奏低音时，

我的下嘴唇会自然回复中央，此时口风略松，低音便能吹得饱满浑厚。  



对于共鸣声（多次谐波）的吹奏法，则是略为偏斜平顺口风角度，稍稍加强气力，

使倍频声波同时出现，的雾状箫声。 

唇箫定位 

洞箫吹口与嘴唇的定位关系对口风有重大影响，在南管古籍中叙述”以舌探正”

个人觉得是不卫生的方式，而且也相当不雅观。在适当的相对关系上，洞箫吹口

上缘应该是与下嘴唇的上缘切齐，最好的定位方式是以上嘴唇来定位箫口，确认

其中心点与上下高度关系，就是上嘴唇收回时刚好与箫口接触。记住这样的唇箫

关系，每次吹箫时都以上嘴唇回收来确认一下定位，对口风的掌握明确迅速。 

吹气角度 

口风的概略分别可以分为内吹式与俯吹式，内吹式是口风入起角度比洞箫吹口角

度还内角入气，反之的俯吹式是箫口外入气方式，两者的音色差异明显。其折衷

点是顺吹式，就是与箫口切沟角度一样的入气方式，这是纯音的最佳点。 

内吹式有助于超高音的省力吹奏，俯吹式有助于浓厚的低八度，顺吹式有助于纯

净的箫声。内吹式与平吹式可以营造淡雅的感觉，精微的箫声控制在于这两种的

应用，有人讲”丝线箫”来形容。浓箫声则需要俯吹式来表现，再配以大直径与

大吹口，可以让箫声音量加大加浓，口中含一口气来增加共鸣，效果更明显。  

应用于折衷的手法，在口风的掌握上得宜，时而雅时而浓，则是最佳的表现。  

气力强度 

古有”逆风练箫法”，面对风向练就口风强度。风会影响吹箫的口风，透过逆风

与侧风来考验口风强度，维持箫声不受风所影响甚至中断。一方面也是练气的基

础，丹田与肺活量也可由此提升。 

练就气力的强度是基础，但绝不是一致性以此大气门吹箫，纤细箫声的掌握也不

是在逆风中练成。 

纤细的长箫音练习检验 



持续平稳而纤细的箫音练习也是吹箫的功力之一，也是对良好口风的考验。完全

不做任何腹吟波动的平稳箫声，练就其稳定的吹奏能力。我觉得若能掌握得了良

好口风，便能持续长音有如闭气的时间，一口气持续三十秒钟以上的纤细箫声是

没问题的，笔者最近的测试是四十八秒的纪录。 

浑厚低音的技巧 

对于低音的音色与浓度，我所体会的关键技巧除了箫的性能（共鸣）外，在吹奏

口风与口劲放松，还有吹奏角度需要有所调整，稍微俯吹角度是低音更浓的关键，

但需要注意音准不能偏低。还有口中若含有一个空间能加大共鸣效果，就是嘴中

还含有一口气，在出风口与洞箫吹口的共鸣外，口腔也有另一共鸣腔，这对低音

部的箫声有明显效果。这方法是我在循环换气时意外发现的效果，因为循环换气

时，口腔需要往后扩张成一个蓄气空间，却也造成低音音色的饱满厚实感。  

一、清虚与淡远--箫性  

 

我国古代文化，无一不受道家的影响，清虚淡远正是道家所推祟的最高精神境界。

照字面上理解，清是清静无为的意思，虚是虚无缥缈，具有一定的浪漫想象的色

彩。淡是淡泊、清心寡欲，将酒色财气置身度外的意思。远是远离尘世、超凡脱

俗、隐居山林、情寄山水而悠恬处得的意思。因此清虚淡远即构成了我国古典音

乐的最大特色，同时也渗透到箫曲中，对箫的演奏风格起到重大影响。   

 

《霓裳羽衣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霓裳羽衣”是指道家仙女

穿的一种服装，具有云霓飘荡，羽毛飞升的道家含义，非常符合清虚淡远的意境，

而箫曲《小霓裳》则恰如其氛地表达出这种浪漫色彩。 

 

古曲《月儿高》中《皓魂当空》一段音乐描写了秋夜霜天，碧空如洗，皓月当深，

使人心灵得到净化，仿佛进入仙境时的情景。 

 

在姜白石自度曲《杏花天影》一曲中，由于连续六度上行音调，使箫声充满了一

种清淡高远的幻想气质，在秀丽清幽中透出非常清新鲜亮的感觉。   



 

 

二、哀婉与慷慨--箫情  

 

“洞箫清吹最关情”。箫虽然可以表达喜怒哀思悲恐惊等各种情绪的音乐，但从

整体来说，表现喜悦欢乐方面显然不如笛子那样嘹亮自如，表现悲恸惊恐情绪时

又远不如琵琶、古筝那样激烈。可是，具有内在、含蓄、人声美的箫在表现哀婉、

慷慨的情绪时却比其它乐器更胜一筹，形成箫演奏的重要特色之一。 

 

古曲《阳关三叠》表现了唐代诗人王维送友人元二去西北边陲从军时思绪万千，

依依异别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不合理的征兵制度的幽怨和愤懑。通过箫

的演奏，我们将会感受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愁别恨和哀

婉之情。  

 

南宋著名词人辛疾弃登建康赏心亭，曾写下了名篇《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他北望被金人侵战友的半壁河山，壮怀激烈，嗟叹不已。其中“落日楼头，断鸿

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词句，集中地

表现了他壮志未酬的感喟和叹息。当我们用箫来演奏这支曲子的时候，虽然无词，

但仍然能感受到词人内心的焦虑与波澜，无言的慨然之情溢于言表。   

 

 

三、飘逸与凝重--箫形  

 

箫不仅可以表达各种情感，并且还擅长表达各种人物和天、地、山、水的运动和

形态美。尤其是在速度稍快的音乐中，叠、打、颤、赠等技巧都会给我们留下潇

洒、飘逸的印象。在著名古曲《春江花月夜》中《渔舟唱晚》一段音乐，箫的独

奏维妙维肖地表达了渔夫站立船头，轻舟慢桨、引吭高歌，既充满了诙谐愉快的

情趣，又刻画出渔人悠闲自得的形象。 

 



在《水云深际》一段音乐中，箫的演奏又发挥出其它管乐器所望尘莫及的、具有

一定朦胧色彩的飘逸感。它既象泉水叮咚流向江河那样流畅，又似一群不翩翩起

舞时那样充满活力，充分的动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箫的飘逸感虽说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却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概括力。  

箫具有的忠厚长者及君子之风，恰恰赋予它特有的总结能力和使人感到三日绕梁

而不绝于耳的底蕴。 

 

试想：肢炙人口的名曲《春江花月夜》各段音乐的结束句，如果不用箫来演奏而

改成其它乐器如琵琶、二胡或是笛子来演奏，肯定会显得缺乏稳重感和概括力。

因此箫的作用在此处显示出它的最大的价值和魅力。总之箫对于表现端庄大方的

风度，深沉醇厚的气韵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古曲《梅花三弄》的开始部分，就是展示箫的凝重气质最好的范例。  

 

 

四、高风与亮节--箫品  

 

我国古代对于乐器历来讲求一个“品”字，即所谓“乐品”。什么叫乐品呢？就

是该乐器天生所具备的基本品质。当然，也包括它在音乐表现上的层次和品位。

严格地说，箫的精神档次是很高的，文化底蕴是很深的。  

 

最说明这一点的是：中国人演奏箫这种乐器时一般不叫“吹箫”，而尊称为“品

箫”，这个“品”字，请大家不要领会成品尝或品味之品，我们认为应该是品位

之“品”，品德之“品”。因此，箫的品位高，关键还在于吹箫人在道德修养、

气节情操方面要具备高水平。中国有句古语曰：“玉可碎不可损其白，竹可焚不

能毁其节。”古人拿竹节比喻人的气节的诗词是很多的，历代文人都认为竹制的

箫也应该具有竹的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因此我们学习箫演奏的同

时也应该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 



 

古曲《梅花三弄》就是一首乐品极高的箫曲。自古以来，我国人民认为梅花由于

在三冬腊月开放、具有敢抗风寒、不畏霜雪的特征，困此常借梅花来比喻高尚的

情操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三弄，是指乐曲中的梅花主题出现过三次而言。箫

轻吐弱奏和泛音技巧，在不同八度音程上奏出，表达了梅花的冷艳脱俗和美丽高

洁。  

 

《苏武牧羊》一曲虽简单，但每奏起它时心里总是有肃然起敬的庄严感。那“苏

武留胡节不辱”的旋律，曾伴随过多少仁人志士面对邪恶不低头，面对名利不动

心，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赠音与倚音相反，在本音结束时，迅速轻快地带出一个装饰性的、时值极短的音

叫做“赠音”。 

赠音在本音之上之下都可以，二度、三度、四度、五度都行，一般三度四度比较

常用。 

赠音靠演奏者根据乐曲的感情、风格适当运用。赠音在江南丝竹乐中应用较为广

泛。 

赠音本没有专用，在练习曲中，我们把赠音用较小的音符标在本音后面，并用连

线与本音连接起来。 

也有将赠音的偏部首“贝”做为赠音的标记。如何吹奏赠音呢？赠音是当本音在

结束前的一刹那， 



呼气（吹奏）立即停止，同时用手指交赠音带出。呼气停住的时间一定要准确、

果断， 

这样才能与手指很好地配合。停早了，赠音做不出来；停晚了，造成赠音时值太

长。这样就不是赠音了。 

千万不能交赠音奏成。  

波音是在吹奏本音时，迅速将本音上方二度音孔开闭，回到本音。  

波音有两种： 单波音,复波音。复波音在单波音的基础上再次开闭一次音孔。   

演奏波音的要求是：手指一定要干净、利落、有弹性。波音也是演奏中经常用到

的装饰音技巧之一 

滑音是用手指和气息的作用使音程之间发出一种连贯圆滑音的技巧。  

滑音是依靠手指在音孔上的逐渐依次开放或关闭所得到的效果。民间又称“抹音”

或“捻音”。 

滑音的效果与弦乐器上单指弦相似。滑音是一种最常用的手指技巧。它使音程关

系从级进改变为滑进， 

因而适应于一些优美宛转的旋律或戏曲人声的模仿，尤其在北方乐曲中应用得最

为广泛。 

滑音分上滑音、下滑音、复滑音三种。  

 

[1]上滑音：由较低的音开始上滑到另一较高的音，叫做“上滑音”。  

其奏法是：使手指由较低音的音孔向较高音的音孔，顺次逐个圆滑地渐渐抬起， 

即使手指由下而上地逐渐开放音孔来发音。同时，气息要由缓渐急，并使风门由

大渐小，口劲由小渐大。  

 

[2]下滑音：由较高的音开始下滑到另一较低的音。其奏法是：使手指由较高音

的音孔向较低的音孔， 

顺次逐个圆滑地渐渐落下，即使手指由上而下地逐渐关闭音孔所得到的效果。  

同时，气息要由急渐缓，并使风门由小渐大，口劲由大渐小。   

[3]复滑音：由低到高又到低或由高到低又到高的滑音。滑音的记法分以下两种：

  



指明音高的滑音，可用音符本身的高低走向表示滑奏的方向和起止。符号记

于滑音的起音与止音之间。  

[2]不指明音高的滑音，以箭头所示方向表示滑奏的方向。 

 

 

 

指法绝艺  

第一节 颤音 

 

颤音，又称“打点”，或称“擞音”。其效果与弦乐器上的颤指相似。  

 

颤音的奏法是： 

先将本音发出，紧接着均匀、迅速开闭本音上方二度音孔，使本音与其上方二度

音快速，均匀的交替出现。这种快速、均匀的交替出现的音即为“颤音”。  

 

颤音记号用“tr ”或“tr~~~~~~”来标记。  

二度颤音：开闭本音的上方二度音孔。 除了常用的二度颤音外，还有三度颤音、

四度颤音（不常用）等。  

三度颤音：开闭本音的上方三度音孔。 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中，如内蒙古、西

藏等民间音乐中常用三度指颤音。  

 

颤音的快慢（手指运动的频率）要根据乐曲的感情和速度而定。 

 

颤音是一种常用技巧，在练习颤音时要使每个手指都能独立打颤，三度颤音是两

个手指同时动作，要求迅速而均匀，不得忽快忽慢。  

 

颤音的练习要求一次能达到十五秒钟之久，相当于慢板的八拍左右。 在实际演

奏中，颤音有由慢渐快的，也有由慢渐快再渐慢回到本位音不颤的。  

如《梁祝》引子部分以第三孔作“１”吹奏高音４５６三个颤音时，它们颤音在



  

 

（１）吹奏高音４颤音有两种颤音指法：  

第一种是按闭第四、五两孔，颤动第二、三两个孔。（中音４颤音按闭第一、四、

五孔，颤动第二、三孔）。  

第二种是开放第一至五孔，第六孔按半孔，颤动第四、五两个孔。  

 

（２）吹奏高音５颤音时敢有两种颤音指法：  

第一种是按闭第二、三、五、六孔，颤动第一、四两个孔。  

第二种是按闭第一、五、六孔，颤动第四孔。  

 

（３）吹奏高音６颤音的颤音指法如下：  

第一种是按闭第一、六两孔，颤动第五孔。  

第二种方法是按闭第三、四、五、六孔，颤动第二孔（这种方法用的较少）。 

 

第二节 指震音 

 

指震音是用手指在音孔旁或音孔上作均匀迅速的扇动或开闭，发出一种与气震音

相似的音，叫做“指震音”。  

 

指震音在音孔上的震动分为“本位指震音”，“下位指震音”。  

 

（１）本位指震音。 

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手指在这个音孔的下半孔进行上下震动。  

第二种是手指在这个音孔的旁边，还可以加上其下方各指同时在本音孔的旁边快

速均匀的震动。只接触音孔边缘，接触的面积越小越好。  

第三种是如果在音孔上方震动，则手指不接触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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