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孔陶埙

高5.5厘米，直径3.5厘米。

远古传来天籁音
□高玉璞

说起我们埙家族,距今已有
7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我们是
一种古老而有特色的吹奏乐器，
音色幽深，绵绵不绝，让人听了
有宛若置身于大自然的平和感，
被喻为天籁之音。

人类发现我们家族的成员，
实属机缘巧合。原始社会,人们
经常把绑着绳子的石头当武器，
扔出去打飞鸟，这种武器还有个
听上去十分浪漫的名字——石
流星。有的石流星上有小孔,被
投掷出去的瞬间风从孔灌入后会
发出悦耳的哨音,人们觉得非常
神奇,便捡起这样的石头，吹出模
仿鸟兽的叫声，诱捕野兽,这便是
我们家族成员的雏形——没有
按音孔或者只有 1 个按音孔的
石头。

人类简直太聪明了！他们
尝试着在我们家族成员的身体
上钻出 1个吹孔、2个按音孔，通
过手指在按音孔上交替开闭，居
然能吹奏出 4 个音阶。我便是
这样身负 3个孔的埙，出生于距
今约 3000 年至 2500 年左右的
新石器时代。那天，主人捧着块
陶泥在粗大的双掌间来回团弄，
终于将我塑成高 5.5 厘米，直径
3.5厘米的空腹栯圆形状。主人
将我放在炉子里烘烤到七八分
干时，又在我的身上钻出 1个直
径 1厘米的吹孔，2个直径 0.7厘
米的按音孔，继续让我接受高温
烘烤。我终于出炉了，主人将我
仔细打磨光溜，此刻的我乍看像
枚鸟蛋。主人把我放在唇边，轻
轻吹起，4个明亮的音色随着他
手指在按音孔上的变换组合成
悦耳的声音，从此，主人常常陶
醉在这种声音里，我深深感觉
到，诉说有时不需要语言……

后来，人们又试着在我们身
体上钻出第三个按音孔，大家可
千万别认为只是多了 1 个洞而
已,有 3 个按音孔的我们,人们
便有 8 种指法组合,可以吹出 8
个音。从此我们不再是诱捕野
兽的工具,一跃成为人们祭祀、
娱乐等场合中演奏的乐器。

到了商代晚期,我们埙家族
进入鼎盛期，身体上有 5 个音
孔，成为王室贵族的专用法器、
礼器、乐器，能奏出完整的七声
音阶。汉代，有了六孔埙。远古
而来的天籁之音就这样一直延
续了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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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人类文明的曙光

我国古代文献有关音乐
起源的记载，大多是传说，如
模仿自然说、劳动起源说、太
一 说 、语 言 抑 扬 说 、劳 动 说
等。以目前发现的史前出土
乐器来分析，音乐的产生与
劳动生产实践之间有着密切
的关系，漫长而原始的音乐
活动创造了人类早期的音乐
文化与人类文明。

劳动实践本身给予音乐
以 内 容 ，劳 动 的 动 作 和 呼
声 ，给 音 乐 、舞 蹈 增 添 了 节
奏 和 音 调 。 在 人 类 还 没 有
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
用声音的高低 、强弱来表达
意 思 和 情 感 。 随 着 人 类 劳
动的发展，从击石拊（fǔ）石
到考钟伐鼓，从踏节而歌到
祭祀庆典，都可以看到音乐
与劳动的关联。

当农耕逐渐成为原始先
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时，
人 们 的 劳 动 工 具 是 用 石 头
打 磨 的 ，后 来 ，人 们 从 石 头
敲 击 时 产 生 的 清 亮 声 音 发
明了打击乐器磬，又从石流
星的使用中得到启发，制作
出诱捕野兽的吹奏器埙。

在 古 代 ，诗 歌 、音 乐 与
舞蹈三者是一体的，古人把
他们在劳动实践中的认识 、
思 想 和 情 感 用 这 种 综 合 性
的 艺 术 形 式 表 现 出 来 。《吕
氏 春 秋》记 载 ，传 说 在 一 个
叫葛天氏的远古部落里，流
传 着 八 阕 集 体 歌 舞 ，分 别
是《载 民》《玄 鸟》《遂 草 本》

《奋 五 谷》《敬 天 常》《达 帝
功 》《 依 地 德 》《 总 禽 兽 之
极》，表 达 了 先 民 祈 盼 五 谷
丰登、牧草茂盛、牲畜兴旺，
颂扬天地功德，重视气候与
土壤，崇拜祖先与图腾的愿
景和心情。

《乐记》中说：“诗，言其
志 也 ；歌 ，咏 其 声 也 ；舞 ，动
其 容 也 。 三 者 皆 本 于 心 。”
音乐起源于劳动，是劳动生
活的反映，是生产实践的需
要 ，因 此 后 人 有 了“ 音 乐 起
源于劳动”的说法。

（王璐 供稿）

（本版支持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张海斌

我国史前时期乐器已较
丰富，大致有鼓、磬、铃、钟、
笛、埙、角、哨、响器 9 种。其
中，埙在新石器时代发现较
多，大约出土有 30 件。最早
的埙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中期，
到新石器时代后期普遍出现。

考古发现史前的埙主要
为陶器，极少数为石器，因而
埙也被直接称为陶埙，有卵
体、球体、橄榄核体、扁卵体、
筒体及仿动物形等多种形制，
出土地多集中于北方的黄河
流域。这些埙吹孔较大，多在
器身顶端，音孔位置各异，有
的没有音孔，有的只有 1 个，2
音孔的相对较多，河南出土过
一件 4 音孔陶埙。2 音孔陶埙
大致能发 4 个音，是较为和谐
的音程关系，即今天我们听起
来“顺耳”的音程感。包头西
园遗址出土的陶埙就属于 2
音孔陶埙。

该埙出土于灰坑之中，是
西园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
属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仰韶时
代到龙山时代过渡阶段的阿
善文化范畴，与中原地区庙底
沟二期文化时代相当，绝对年
限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间。西园遗址附近的
同为大青山南麓台地的阿善
遗址、莎木佳遗址、黑马板遗
址在当时已出现石祭坛、石筑
围墙等，由此可见，古老的氏
族社会制度彼时正发生着变
化。西园遗址出土的陶埙在
此背景下产生，可能是当时集
体祭祀活动的伴舞乐器。遥
想当年，陶埙迎着史前时代人
类文明的曙光，被吹奏出悠扬
深沉、撼人心脾的天籁之音，
萦绕在黄河岸边、大青山畔，
神坛肃穆，万物尽听。

（作者系包头博物馆馆长、
研究员）

【观点】

音 乐 起 源 于 劳 动

【史话】

“凡音者，产生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
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无论是刀耕火种的
原始社会，还是五谷丰登的农耕文明，人们都
有着对音乐的美好向往。包头博物馆“九原长
歌——包头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展厅便展示着
这样一件来自远古的乐器——三孔陶埙。埙
身有1个吹孔，2个按音孔，出土后试奏，按照
降B调可以奏出4个音，音色明亮。该陶埙出
土于包头西园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阿善
文化三期遗存。

西园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一处规模
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遗址，位于包头市
东郊沙尔沁镇西园村东约 1公里的大青山西
段南麓的二级台地上，西距阿善新石器文化遗
址5公里。1985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与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对遗址进行首次发
掘，1988年进行第二次发掘，两次共揭露面积
1355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址45
座，窖穴161座，出土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各
类文物标本800多件。同时，还发现青铜时代
的墓葬9座，祭祀坑2座，出土遗物497件。

陶埙作为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发明
者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史料记载和考古实证证
明了它历史久远的存在。《世本》相传由战国时
期赵国史官编著，记载自黄帝至春秋以来的帝
王诸侯卿大夫世系、都城、制作工艺等内容，因

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称“代本”“系本”。《世
本》中记载：“埙，暴辛公所造。”东汉经学、文
学家马融在代表作《长笛赋》中说：“暴辛为
埙。”据考古调查发现，埙产生于史前时代，
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一枚陶埙距今大约
7000年。

新石器时代是陶埙发展的滥觞期，这一
时期的陶埙形制不一，音乐性能简单，到殷商
时期，陶埙有了较大的发展，制作工艺逐渐成
熟，造型精美，同时也丰富了音乐旋律。从河
南辉县琉璃阁、殷墟妇好墓等出土的陶埙测
音情况来看，有的甚至可吹奏呈连续半音进
行的十一音，可见这一时期陶埙的发展进入
了高峰。后来，伴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建立，
以金石之乐为代表的礼乐音乐兴起，陶埙逐
渐衰落。

陶埙的音色是中国传统音乐里富有特
色的存在，仿佛历经岁月从远古传来。《史
记》中的《礼记·乐记》载：“埙之为器，立秋之
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数也，中虚上锐，火之
形也……”。《旧唐书·音乐志》载：“埙，曛也，
立秋之音，万物将曛黄也。”古人将埙的声音
形容为立秋之音，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埙音色
的悠远深沉。

古人对陶埙的喜爱不仅在于其音色的独
特，更在于其被赋予的文化内涵。陶埙的音

乐表演形式充满了“和”，陶埙音域不宽，因此
不会有太高或太低音域的跌宕起伏。陶埙的
音色因其材质、形制和发音原理等因素，显得
柔和、浑厚、古朴，充满大自然的气息，演奏的
音乐刚柔适中、清浊分明、悠扬婉转。《诗经》
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chí）”，埙与篪的
组合是古人长期实践得出的一种最佳乐器组
合形式，埙篪合奏美丽而不乏高亢，深沉而
不乏明亮，两种乐器一唱一和，互补互益，和
谐统一，被后人喻为兄弟和睦之意。有古诗
云：“天之诱民，如埙如篪”，说的是上天诱导
平民，如同埙篪一样相和。埙篪之交也象征
着中国古代文人高尚纯洁的友谊。

陶埙从最初的一孔、二孔，到后来的三
孔、六孔、九孔，每一次改变都凝结着古人
的音乐文化智慧，印证着中国古代音乐的进
步，丰富着传统音乐的内涵。进入新时代，
埙乐也获得了新的发展。1983年，赵良山先
生首次用埙在湖北省歌舞团《编钟乐舞》中
演奏《哀郢》，这是濒临失传的埙第一次出现
在现代大舞台上。1984年，杜次文先生在美
国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演奏埙曲《楚
歌》，埙乐首次登上世界舞台。随着音乐界
对埙的重新认识与发掘，埙乐承载着厚重的
文化底蕴逐步融入现代文明，焕发出古老
而奇幻的光彩。

((本版图片由包头博物馆提供本版图片由包头博物馆提供））

□□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高
玉
璞

高
玉
璞

通
讯
员

通
讯
员

王
璐
王
璐

三
孔
陶
埙
出
土
于
包
头
西
园
遗
址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陶埙的音色仿佛是从远古传来。《史记》中的《礼
记·乐记》载：“埙之为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
数也，中虚上锐，火之形也……”。《旧唐书·音乐志》载：

“埙，曛也，立秋之音，万物将曛黄也。”古人将埙的声音
形容为立秋之音，让我们感受到了埙音色的悠远深沉。

古人对陶埙的喜爱不仅在于其音色的独特，更在于其被赋予的文化内涵。陶埙的音乐
表演形式充满了“和”，陶埙音域不宽，因此不会有太高或太低音域的跌宕起伏。陶埙的音
色因其材质、形制和发音原理等因素，显得柔和、浑厚、古朴，充满大自然的气息，演奏的音
乐刚柔适中、清浊分明、悠扬婉转。

陶 埙 从 最
初 的 一 孔 、二
孔，到后来的三
孔、六孔、九孔，
每一次改变都
凝结着古人的
音乐文化智慧，
印证着中国古
代音乐的进步，
丰富着传统音
乐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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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陶埙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