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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徽，校有校徽，音乐有
乐徽。

1956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
协会确定，把排箫的图案作为中国
音乐的标志。

就像看到五星红旗，人们会想
到中国一样，看到排箫，懂音乐的
人便知这“很中国”。

中国乐器那么多，“上位”的为
何偏偏是排箫？

第一，它非常古老。
第二，它非常民族。
第三，它非常美观。
用它代表丰富多彩的中国民

族音乐，恰如其分。

笛子也有这些特质。在民间，
吹笛人似乎比吹箫人多，为啥不用
笛子当乐徽？

这就好比你问我为啥选馒头
不选烧饼一样。

馒头、烧饼都是用面粉做的，
馒头的荣誉就是烧饼的荣誉。

箫、笛本是同根生，两者同属
吹奏乐器：把排箫拆开，就像一根
一根的笛；把笛绑成一排，差不多
就是排箫的样子。

曾经有段时间，古人懒得给
它们分家，就用同一个名字称呼
它们。

谁当乐徽，有差别吗？

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
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
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
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
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
月落西上阳，余辉半城楼。
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
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
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
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馐。
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
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
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
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
何如鸱（chī）夷子，散发棹扁舟。

——唐·李白《古风五十首》（选一）

本诗可分四层。
第一层，从“天津三月时”到“年

年桥上游”，写三月的洛阳。
天津桥、桃李花、洛河水，古洛

阳的代表元素逐一“出场”，引出愁
思绵绵。桃李鲜艳，但免不了凋落
飘零。游人如织，但已不是去年的
面孔。天地悠悠，过客匆匆，只有洛
河水昼夜不息向东流……

第二层，从“鸡鸣海色动”到“志
气横嵩丘”，写唐代官员们上下朝。

雄鸡一叫，月亮从西边的上阳
宫坠落，天色渐渐明朗，文武百官走
过天津桥，走进皇宫参加朝会。下
朝后走出皇宫，一个个原形毕露，

“鞍马如飞龙……志气横嵩丘”，有
权就是任性，嘴脸真是可憎。

第三层，从“入门上高堂”到“自
言度千秋”，写唐代官僚的奢靡浮华
生活。

下朝后就是吃喝玩乐，堂上珍
馐美味，堂下清歌妙舞，堂外紫鸳成
对。这叫一个纸醉金迷！但你可以

“行乐争昼夜”，至于“自言度千秋”，
只能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

第四层，从“功成身不退”到“散
发棹扁舟”，写李白的感慨。

这些高调的家伙，怎就不想想
李斯的“黄犬之叹”？怎就不想想石
崇被杀绿珠坠楼？怎就不学学人家
鸱夷子？鸱夷子即鸱夷子皮，春秋
时期范蠡助越国灭吴国后，急流勇
退泛舟五湖，自号“鸱夷子皮”。

“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从
古到今，有几人能做到？

天津三月时
千门桃与李

□记者 陈旭照

汉代灰陶吹笛俑（甘肃省博物馆藏）

唐三彩骑马吹排箫俑（河南博物院藏）

北朝粉彩吹箫俑（西安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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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器文化”之

箫笛原本是一家（上）

娜说河洛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河洛地区是黄帝部落的主要
活动区域，我市洛宁县竹林茂密，
盛产竹器。

有人认为，伶伦造笛用的正是
洛宁的竹子，吹奏乐器的发源地就
在洛阳。

信不信由你。
伶伦造笛的典故，记载在汉

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里。在
司马迁所处的朝代，箫、笛不分
家，吹奏乐器统称为“笛”。很难
说，伶伦造的乐器是箫还是笛。

还有人认为，箫是伏羲或舜
造的。

周代人偷了个懒，将乐器按材
质分为“八音”：金、石、丝、竹、匏
（páo）、土、革、木。

箫、笛都属于竹制乐器。后
世以“丝竹之音”泛指音乐，可见
其因。

它们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
有过怎样的辉煌？排箫又是如何
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乐徽的？请看
下篇。

箫、笛可能起源于一根中空的
骨头。

洛阳博物馆正在举办中国音
乐文物展。有两样东西，您不妨留
神看一看。

一件是贾湖骨笛，世界上现存
最早的吹奏乐器，距今有八九千年
的历史。

一件是骨排箫，我国现存最早
的排箫，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这两件古乐器，都是在河南
出土的，都是用禽类的腿骨做
的。它们应该就是现代箫、笛的

前身。
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远古先民大概在吃完禽肉后，拿着
骨头玩耍，废物利用，钻孔吹弄，无
意中开了中国音乐艺术的先河。

禽鸟不好捉，要寻找合适的禽
骨做乐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于是，华夏族首领黄帝命乐官
伶伦革新乐器、创制音律。

伶伦是能人，见河边有竹林，
风吹竹子飒飒响，便灵机一动，伐
竹为笛，做出了声音更为清脆嘹亮
的吹奏乐器。

>>> 骨笛的诞生

>>> 伶伦造竹笛

骨排箫（商末周初，河南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