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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鼻箫同独木
鼓 、叮 咚 、口 弓 、口 拜 、哩
咧、灼吧、筒勺等一样，是
黎族传统器乐，黎族同胞
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为
他们创造制作不少于 40 种
的 传 统 黎 族
乐 器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竹 木
资 源 。 黎 族
传 统 器 乐 是
祖 国 民 族 器
乐 宝 库 中 的
瑰 宝 ，竹 木
器乐曲中蕴含着原生
态的音乐特征，曲体
结构灵活自由，旋律
顺畅，音调古朴清纯，
它融汇了黎族的传统
文化、审美意识、民俗
风情等诸多元素，为
黎族人民喜闻乐见，
在黎族民间故事里常
有出现，为故事增加
了生动感，情趣感，增
加 了 特 殊 的 生 活 韵
味。2008 年 6 月 7 日，
黎族传统乐器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一次“国乐风采”中秋晚会上，中央民族乐团的 80 名
音乐家现场为黎族鼻箫伴奏，台上是一位用一根竹子靠鼻孔吹箫的黎族姑娘，
她就是引人注目的黄海林。

9 月 20 日，三亚日报记者驱车来到翡翠山城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茅黎族服
饰艺术培训中心，探访了五指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竹木器乐代表性
传承人黄海林，同时走进了“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乐团，目睹和感受了
黎族竹木器乐的天籁之音。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一根竹子，用鼻孔
吹箫，就能够吹出如此动听的音乐。

走近黎族竹木器乐乐团

9 月 20 日晚，为了参加省文体厅举办的第十四届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黄
海林带着她的乐团正在忙着排练。据介绍，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的“五指山之
声”乐团是海南省首支黎族竹木器乐乐团。该乐团旨在传承和保护黎族竹木
器乐传统文化，推广普及黎族民间传统乐器。“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乐
团有成员 38 名，是经过五指山市文化部门选出的竹木器乐代表性传承人和竹
木器乐爱好者，年龄最大的 77 岁，最小的 12 岁。乐团演奏的乐器包括筒勺、灼
吧、鼻箫、口弓、拜、哩咧、叮咚和独木鼓等黎族传统乐器。

今年 7 月 12 日晚，在第二届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第四场展演上，来
自海南的“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乐团”亮相展演现场，乐手们展示了筒
勺、灼吧、鼻箫、口弓、拜、哩咧、叮咚和独木鼓等黎族传统竹木乐器，由于特色
鲜明、丰富多样而受到观众的高度关注。

黎族竹木器乐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琼州黎人“打
鼓吹笙以为乐”；清人张庆长的《黎岐见闻》亦载：“男女未婚者，每于春夏之交
齐集野间，男弹嘴琴（即口弓），女弄鼻箫，交唱黎歌。”据有关资料，最早出现
的乐器是独木鼓。

“乐团成立以来，以挖掘和弘扬黎族民间传统乐器为宗旨，发扬和传承传
统文化技艺为目的，现已成为五指山弘扬和挖掘黎族竹木器乐文化的中坚力
量。”该乐团团长黄海林说，虽然“五指山之声”乐团很年轻，但未来一定大有
作为。

黄海林是黎族竹木器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竹木器乐的演奏、创作、
推广十多年。曾多次受到国家文化部的邀请出访俄罗斯，德国和奥地利等多

个国家进行慰问演出。2015 年受中央民族乐团的邀请到
北京国家大剧院进行国乐风采中秋晚会的演出，引起社会
的关注。其代表作有《迎新娘》、《庆丰收》、《守山兰》、《闹
月》等。

年轻姑娘结缘古老乐器

鼻箫作为黎族独有的乐器已经在海南岛内流传了千
年，今年 31 岁的年轻姑娘黄海林又是如何迷上了这一古
老的乐器？黄海林告诉三亚日报记者，她是五指山市冲山
镇什里村人，小时候经常听毛道村老人黄启川、黄国权用
鼻子吹奏长笛演绎各种曲调。2003 年进入保亭民族歌舞
团后，她开始了解黎族的文化历史和各种乐器。随着对黎
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她才知道原来村里老人用鼻子吹奏的
乐器是鼻箫，是黎族男女用来传情的一种乐器，黎族少女
可以通过鼻箫的腔调判断出如意郎君。从此，18 岁的黄海
林迷上了鼻箫这种古老乐器，天天练习鼻箫的气息用法；
日常生活中，她不断地练习鼻腔呼气方式，以达到控制呼

气长短自如；夜色降临后，她坐在
村里听鼻箫特有的音调在夜色中
低鸣，那种若有若无的箫声使她
魂牵梦萦。那年暑假，黄海林便
从村里两位 80 岁高龄的老人那

“偷师”成功，掌握了鼻箫的鼻腔
技法、腔调和传统的黎族鼻箫音
律等。

如果说村里的老人启蒙了黄
海林的鼻箫之恋，而考入保亭民
族歌舞团的黄海林幸运地师从黎
族乐器大师黄照安，正式开启了
鼻箫演奏的舞台大幕。

传统的鼻箫只有三个孔，用
鼻腔竖着吹出的音色比较低沉，
在宁静的村庄夜空里婉转流传出
迷人音符，但在嘈杂的环境或舞
台上的表现却无法完美地呈现其
原有的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
黄 海 林 。 当 她 遇 到 良 师 黄 照 安
后，用其改良后的六孔鼻箫吹出
了音域更广、音色更宽的音调，她
在庆幸鼻箫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与
发展力，同时也感受到了只有不
断创新、改良，才能让古老的乐器
焕发青春的光彩。

“改良后的六孔鼻箫具备了
更广的音域，不仅适合在舞台上
演绎古老的黎族歌调，也更适合
演奏流行音乐。”黄海林跟随黄照
安学习鼻箫的各种吹奏方法后，
各种乐理知识得到了巩固，“鼻箫
的音色清幽、低沉，娓娓动听，低
音犹如洞箫，但更柔和，高音微
弱，运用丰富的泛音，能吹出近 2
个八度音域，并能奏出颤音、滑
音。”

黎族鼻萧的制作工艺

说起箫，人们总是联想到用
嘴来吹奏的那种乐器。然而，在
五指山黎族地区却有一种独特的
用 鼻 子 来 吹 奏 的 箫 ，故 称 为 鼻
箫。鼻箫是海南黎族喜爱的古老
乐器之一，是用五指山区特产的
白竹制作而成。箫管约 60 厘米
长，两端各有一小圆孔，距两端约
10 厘米处也各有一小圆孔，共有
4 个小孔，可以奏出 7 个音节，为
适应鼻孔运气吹奏，箫身很细，直
径只 1 厘米左右。“其中一个小孔
用作吹气，另三个小孔由手指控
制。吹奏时控制吹气量的大小配
合孔洞的开合来奏出各种不同的

音节。”黄海林说，古老的民间乐器鼻箫音质好，优美动
听，谁听了都会赞叹不绝。

箫管的制作，其长短、粗细规格不一，民间多使用一根
无节的细竹管，管长 60 厘米～70 厘米、管径 1.6 厘米左右，
在距两端管口 8 厘米处，各开一个圆形按音孔。按音孔既
可开在管身一侧，也可开成前后各一。如果使用两端带竹
节的竹管，需在节隔中心开一圆形通孔；使用多节竹管制
作，则要打通竹节。吹孔在竹管的细端。

会吹鼻箫还得有一支适合自己的鼻箫，黄海林因此还
学会了制作鼻箫。她告诉三亚日报记者，鼻箫的原材料只
能选择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左右的山上竹子，那时的竹子含
水量低并不易被虫蛀。砍回的竹子并不能马上拿来制作
乐器，还得在自然条件下存放两至三年，然后拿烧得通红
的圆形铁条进行钻孔、调音；经过从 2 天至 30 天不等的调
音阶段，一根山竹有可能蜕变成为一根鼻箫，也有可能成
为一根废材，往往一把 20 根的山竹最多只能做出五六根
好的鼻箫。如今已有了机器钻孔，她再也不用手工打孔制
作了。

既能用传统鼻箫吹奏原汁原味的黎族歌调，又能用改
良版的六孔鼻箫在舞台上尽情演绎，还能让鼻箫成为流行
音乐的一种演绎乐器……黄海林并不止步于此，多年来跟
随保亭民族歌舞团到俄罗斯、维也纳、德国等国家进行访
问性演出，各国的音乐文化传承与流传冲击着她的心灵。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黎族音乐文化，黄海林在不断地学
习各种黎族乐器的演奏方法；筒勺、勺扒、口弓、口拜、唎
咧、叮咚木、独木鼓与鼻箫合称为“黎族八音”，黄海林已
经全部掌握了八种乐器演奏技法。然而，随着会吹鼻箫的
老人相继过世，许多鼻箫歌调随着老人的过世已经不复存
在，五指山市内掌握鼻箫技艺的人已寥寥无几……作为一
名已掌握古老与时尚两种演绎鼻箫技法的五指山人，她深
深感受到这种黎族乐器传承在她身上的重任。

为了更好地研究、收集五指山的黎族竹木器乐文化以
及乐谱，黄海林辞去了保亭民族歌舞团的工作回到五指
山，一边走访乡间将黎族竹木器演奏的各种歌调写成简
谱、五线谱便于保护和传承，一边着手于黎族竹木器乐培
训班的开展工作，让更多的五指山群众能掌握一种以上的
黎族乐器。2012 年 7 月，黄海林获得黎族竹木器乐第二批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荣誉。

黎族鼻箫的历史与渊源

鼻箫，是黎族特有的乐器，因用鼻孔吹奏而得名。它
属于边棱音气鸣乐器。吹孔设於管端节隔中央，流行海南
岛黎族，黎族语也称“虽劳”、“屯卡”、“拉里各丹”。历史

久远，据传，鼻箫在黎族民间流传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鼻
箫是古代黎族同胞常用来娱乐和消遣，特别是黎族男女青年
倾诉情怀，逗趣传情，对歌取乐时常用的一种乐器。

《番社采风图考》：“鼻箫，截竹为管，窍四孔，长可尺二
寸，通小孔於竹节之首。按於鼻横吹之，高下清浊中节度。
盖亦可诶。为洞箫者也。麻达夜间引社中，番女闻而悦之，
引与同处。”“女长，构屋独居。以鼻箫、口琴，男女互相调和，
久而意谐，乃告诸父母。”

黎族鼻箫音质很好，曲调优美，别具一格。关于鼻箫的
产生，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对黎族青年在五指山下相爱了。临
结婚之前，这位姑娘到槟榔园采槟榔，被峒主发现抓起来，峒
主硬迫着姑娘嫁给他。姑娘不允，便被关起来。小伙子找了
十天十夜，终于发现姑娘被关在密林中的一个小洞里。两人
无法相见，小伙子只好唱歌传情。峒主知道后，又把小伙子
抓起来，割掉舌头，发配到一个荒远的山林里，过了一个月，
小伙子又在山洞边出现。他砍了一节白竹，用鼻吹出自己的
痛苦和思恋之情。姑娘心领意会，感动不已。后来，小伙子
被峒主抓去处死。死前托人将鼻箫转交给姑娘，不久，姑娘
逃出虎口，跪在小伙子坟前，悲痛欲绝，把小伙子生前吹奏过
的鼻箫曲吹奏了一遍。然且，姑娘怀揣鼻箫，长眠在小伙子
墓前。以后，鼻箫便一代又一代传下来。

每当传统佳节或明月高挂之夜，坐落在五指山下的黎家
村寨的男女青年就吹起鼻箫，互诉爱慕之情，以鼻箫吹得出
色与否来定结缘，而且往往互换鼻箫作为定情的信物。年轻
的恋人在老远就能辨认得出自己心上人独特的鼻箫声。在
村寨里有经验的黎族阿爹阿妈还可以从箫声中辨出究竟是
出自哪一位小伙子还是姑娘的倾诉。一根小小的鼻箫，为有
情人搭桥当“红娘”，不知成全了多少黎族青年男女的美满姻
缘。

每年“三月三”节，黎家男女老幼聚集在燕窝岭下，晚上
小伙子载歌载舞，姑娘则看着听着，如果喜欢上哪个后生，便
从夜幕中悄悄走出来，到溪边深情地吹起鼻箫，小伙听到箫
声便来到姑娘身边，同她一起吹鼻箫、唱情歌，直到天明。

“抛个石头探水深，吹曲鼻箫试侬心”。有时小伙子吹起
嘟噜（洞箫），姑娘则用鼻箫对答，鼻箫与黎族青年的爱情生
活就是这样密不可分，在黎族青年的爱情生活中有着特殊的
地位。

黎族鼻箫代代相传

黄海林成为黎族竹木器乐传承人后，开始着手操办黎族
竹木器乐培训班，从各乡镇免费招收学员学习鼻箫，每年定
期举办培训班。黄海林不但是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的音乐
教师，同时也是五指山中学、思源中学的器乐老师，每周都有
两节课的兴趣班课，培训对器乐感兴趣的学生。越来越多的
少男少女走进了器乐课堂，传承黎族文化。黄海林说：“自己
播下的这些种子或许在将来，会长成大树。”她的学生省技工
学校的王秋梅、孟晶晶等六人组合在参加全国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文明风采”比赛中荣获器乐类一等奖；她的学生五指山
中学的钟涛、高韵婷组合在参加全省院校歌舞器乐比赛中荣
获器乐类二等奖。此外，还为省民族歌舞团输送不少人才。

黄海林把培育、传习黎族竹木器乐，当成了自己的事
业。分别在五指山和保亭的黎族竹木器乐传习所里，手把手
地向学生们传授着技艺和经验。在五指山市民宗委的大力
支持下，她的黎族传统乐器鼻箫曲专辑即将录制完成。她用
竹子，为黎族音乐奏响了美妙的乐章。

海南省五指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继航接受三亚日报
记者采访时称，黎族竹木器乐在祖国的音乐殿堂里独具一
格。黎族鼻箫是祖国民族器乐宝库中的瑰宝，蕴含着原生态
的音乐特征，它融汇了黎族的传统文化、审美意识、民俗风情
等诸多元素，为黎族人民喜闻乐见，在黎族民间故事里常有
出现，为故事增加了生动感、情趣感，增加了特殊的生活韵
味。黎族鼻箫是黎族人民用自己勤劳和智慧创造的丰富多
彩的文化艺术，是一种难得的原生态艺术表现形式，其璀璨
的民族特色在国内堪称一绝。

黎族竹木器乐传承人黄海林

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乐团在舞台上展演

黄海林在用鼻孔吹黎族鼻箫

黄海林向记者展示用鼻孔吹鼻箫

黎族鼻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