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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三壁吹打乐”艺术特征简析
于立刚

(信阳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摘 要:“三壁吹打乐”是流行于河南新县的一种民间器乐艺术,是淮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民间音

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有170多年的历史。在民间器乐艺术中,“三壁吹打乐”演奏曲牌音乐

个性鲜明、特点突出。在自然人文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三壁吹打乐”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过渡

性、融合性、多元性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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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民间戏曲、舞蹈、曲艺丰富多彩,除了拥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阳民歌”“罗山皮影戏”等
外,还拥有众多的民间器乐艺术,其中新县“三壁吹

打乐”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一、“三壁吹打乐”的由来

“三壁吹打乐”创立于清朝道光年间,距今有

170多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信阳新县陈店、郭家

河、箭厂河、卡房等乡村以及与之毗邻的湖北红安县

的部分地区[1]764。它开始是由新县陈店乡三壁村

(原叫“山背村”)民间艺人演奏的一种器乐艺术,因
为乐队中固定地使用了唢呐、竹笛等吹管乐器和锣、
鼓、镲、眼子等传统打击乐器,因此叫作“吹打乐”。
又因其演奏的曲牌音乐个性鲜明、特点突出,深受当

地群众欢迎,历经多难而未绝于世。后经当地的文

化工作者收集整理,于1984年报请河南省民间音乐

集成办公室研究、同意,以地名冠之于前,故称之为

“三壁吹打乐”(当地人称之为“三壁湾响班子”)。

2007年4月收入“信阳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中外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化过

程中,都会受到地理、政治、军事、移民、习俗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或确立自身的特点与风格,逐
步形成有别于其他艺术的体系和名称。形成一个地

区民间音乐风格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

种。自然因素主要包括由人类长期聚居的自然环

境,和由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情趣爱好、风俗习

惯、语言音调等,它是形成音乐风格的内在动力,正
如《汉书·地理志》所述:“凡民函无常之性,而其刚

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人为因素则包括

政治军事、人口迁徙等方面,它是形成音乐风格的外

在助力。
信阳地处淮河中上游地区、南北分界线上,其独

特的地理区位赋予了淮河流域区域文化突出而又鲜

明的地域性、过渡性特征,更反映出兼容并包的融合

性特色。新县“三壁吹打乐”属于淮河流域中上游地

区民间音乐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是

“民间音乐文化在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以人们日

常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社会的精神生活为载体

而逐步积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2]。“三壁吹打

乐”在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几经磨难,尤其是在

1930年至1936年间,“三壁吹打乐”的10余名骨干

成员先后投身革命事业,如张锡宗、张厚荣、张厚运、
张锡盛、张锡成、十秃(小名)、张厚汉、张锡义、张厚

定等,他们大多牺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关心与保护下,“三壁吹打

乐”得以传承和发展。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在当今市

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加上老一代艺人逐渐老去,青
年人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三壁吹打乐”传承与发

展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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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于2012年2月8日和2015年9月14日

两次到新县进行田野调查,并查阅相关资料对“三壁

吹打乐”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5
个阶段。如表1所示。

表1 “三壁吹打乐”传承情况表

年代 分布区域 代表人物与主要成员 传统曲牌与代表作品

第1代,清道光末年

新县 陈 店 乡、郭 家 河

乡、箭厂河乡、卡房乡

以及湖北红安县等地

代表人物:高立福(创立人)

主要成员:张德敬、张厚远、张

厚泰等10余人

《起堂》《鹊踏枝》《老打》《得胜令》《甘州歌》

《唢呐皮》《香柳娘》《江流水》《靠山乐》《青

山乐》《歌台乐》《进花园》《长怨歌》《八板》

《二番》《七梩半》《穿不着》《黄龙滚》等

第2代,清末民初

新县 陈 店 乡、郭 家 河

乡、箭厂河乡、卡房乡

以及湖北红安县等地

代表人物:张厚泰

主要成员:张锡宗、张锡盛、张

厚运、十秃(小名)、张锡义、张

厚定、张 厚 汉、张 锡 宝、张 厚

瑞、张厚成、张昌福等30余人

《起堂》《鹊踏枝》《老打》《得胜令》《甘州歌》

《唢呐皮》《香柳娘》《江流水》《靠山乐》《青

山乐》《歌台乐》《进花园》《长怨歌》《八板》

《二番》《七梩半》《穿不着》《黄龙滚》等

第3代,民 国 十 九 年

(1930年)至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

新县 陈 店 乡、郭 家 河

乡、箭厂河乡、卡房乡

以及湖北红安县城以

北和新 集(今 新 县 县

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代表人物:张厚瑞

主要成员:张锡宗、张锡盛、张

厚荣、张厚运、十秃(小名)、张

锡义、张 厚 定、张 厚 汉、张 厚

成、张昌富等30余人

《起堂》《鹊踏枝》《老打》《得胜令》《甘州歌》

《唢呐皮》《香柳娘》《江流水》《靠山乐》《青

山乐》《歌台乐》《进花园》《长怨歌》《八板》

《二番》《七梩半》《穿不着》《黄龙滚》《八月

桂花遍地开》等

第 4 代,1956 年 至

1982年

新县 陈 店 乡、郭 家 河

乡、箭厂河乡、卡房乡

以及湖北红安县城以

北和新 集(今 新 县 县

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代表人物:张昌富

主要成员:张锡成、张锡意、张

厚荣、张 厚 成、张 锡 辉、高 厚

术、张锡宝、张锡玉、张锡强、

张昌汉、张昌国、张锡傲、张祥

夕等

《起堂》《鹊踏枝》《老打》《得胜令》《甘州歌》

《唢呐皮》《香柳娘》《江流水》《靠山乐》《青

山乐》《歌台乐》《进花园》《长怨歌》《八板》

《二番》《七梩半》《穿不着》《黄龙滚》《八月

桂花遍地开》等

第5代,1982年至今

新县 陈 店 乡、郭 家 河

乡、箭厂河乡、卡房乡

以及湖北红安县城以

北和新 集(今 新 县 县

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代表人物:张昌富

主要成员:张锡成、张锡意、张

厚荣、张 厚 瑞、张 厚 成、张 锡

辉、张锡宝、张锡玉、张锡强、

高厚术、张昌汉、张锡龙、张昌

国、张锡傲、张祥夕等

《起堂》《鹊踏枝》《老打》《得胜令》《甘州歌》

《唢呐皮》《香柳娘》《江流水》《靠山乐》《青

山乐》《歌台乐》《进花园》《长怨歌》《八板》

《二番》《七梩半》《穿不着》《黄龙滚》《八月

桂花遍地开》等

  由表1可知:1.从流传年代看,“三壁吹打乐”
发展脉络清晰,绵延不断,流传至今;2.从地理环

境与流布区域看,“三壁吹打乐”稳定地集中在豫

南新县及鄂北红安两地区;3.从代表人物与主要

成员看,“三壁吹打乐”的成员一般为同族男性;

4.从功能作用看,“三壁吹打乐”体现出鲜明的时

代特征;5.从史料记载以及班社与曲牌风格看,
“三壁吹打乐”具有鲜明的古乐和军乐特征。

  二、“三壁吹打乐”的音乐特征分析

(一)演奏方式

在信阳地区现存民间器乐艺术种类中,绝大

多数是以纯粹的器乐演奏为表演形式和内容,唯
有新县“三壁吹打乐”将声乐演唱内容与器乐演

奏内容相互结合,在保留器乐曲变异性特征的同

时,还具有综合性,有着鲜明的东部昆曲的音乐

风格与特点。如《长怨歌》。
  (二)演奏风格与乐队编制

“三壁吹打乐”的演奏风格主要体现为旋律优美

婉转、节奏明快流畅、韵味古朴醇正,有的曲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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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活泼,有的曲牌清新质朴、悠扬婉转。打击乐音

色浑厚深沉,具有浓郁的泥土芳香,它与山里人憨厚

纯真的性格极为吻合。乐队的演奏具有较大的气

势,坐场演奏的程式与我国传统戏曲的演出程式有

某些相似,如《起堂》(头)和《武一声》(尾)近似戏曲

的开场和收场,中间(身)部分内容丰富,结构清晰,
变化自由,演奏曲目可以任意转换,有的曲牌甚至还

可以加入人声演唱,具有昆剧“载歌载舞”的表演形

式,极大地丰富了“三壁吹打乐”的艺术表现力。如

《进花园》。

新县“三壁吹打乐”在当地广为流传,主要起着

扬威助兴、镇邪降妖、愉悦身心、丰富生活的作用。
其音乐特征主要体现在乐队的音乐表现中,乐队以

唢呐为主奏乐器,编制规模少则9人,多时可达

22人。
(三)演奏形式与乐器构成

1.演奏形式:与本区其他民间器乐艺术演奏形

式基本一样,“三壁吹打乐”的演奏形式分为坐场演

奏和行进演奏两种,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和观赏性。
其中,坐场演奏主要用于祝寿贺喜、节日喜庆等重大

场合,乐器构成主要有唢呐两支、眼子一支、堂鼓一

面、大锣一面、二锣一面、小锣一面、铙钹一副、小镲

一副。演奏时虽然各件乐器位置不固定,但必须以

堂鼓为中心,以便其他每位演奏者都能够看清司鼓

的指挥动作并同时听清堂鼓的演奏声音。乐队整体

呈半圆形,以便统一号令节拍,因此,艺人们素有“听
音下锣”的习惯和称谓。坐场演奏布局参见图1。

图1 坐场演奏

  行进演奏主要用于迎亲、送葬等场合,乐器构成

与坐场演奏完全相同,只是在演奏时,各件乐器位置

有规定,队形分为双排和单排两种,吹奏乐器(唢呐)
在前,堂鼓居中,打击乐器(锣、镲等)在后,乐队整体

呈长方形。双排行进演奏形式:唢呐←唢呐←唢呐

←唢呐←—小锣←二锣←大锣 ←堂鼓;竹笛←竹笛

←竹笛←竹笛←—小镲←铙钹←眼子。单排行进演

奏形式:唢呐4←竹笛4←堂鼓←小锣←二锣←大锣

←小镲←铙钹←眼子。
三壁吹打乐队的编制,在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

为16人至22人,即堂鼓(指挥)1人,背鼓架1人,
唢呐4人,竹笛(曲笛)4人,大锣1人,二锣1人,小
锣1人,铙钹1人,小镲1人,眼子1人。打击乐器

也可采用双套编制,此时须再增加6人,共22人。
乐器演奏位置如图2所示:

图2 双套编制乐器演奏位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乐队编制逐渐减为9人

制,即减去竹笛和唢呐两件乐器。

2.乐器构成(以下介绍以单排行进演奏形式为

序):
(1)唢呐

图3 唢呐

这种乐器被当地绝大多数群众叫作“唢呐”,而
当地艺人则称之为“清”。其中,艺人们将大唢呐叫

“头清”(低音唢呐),小唢呐叫“小清”(高音唢呐),中
号唢呐叫“中清”(中音唢呐),“三壁吹打乐”乐队中

使用的一般多为中音唢呐即“中清”,F调(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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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竹笛

图4 竹笛

多为当今常见常用的曲笛(见图4)。
(3)堂鼓

图5 堂鼓

为普通堂鼓,鼓高31.5厘米,鼓面直径23厘

米,鼓腰最阔处周长为96厘米(见图5)。
(4)小锣

图6 小锣

又叫马锣,直径约为17厘米,中部微凸(见
图6)。

(5)二锣

图7 二锣

其外面直径约为22厘米,内面直径约为9厘米

(见图7)。
(6)大锣(也称老锣)

图8 大锣

大锣的外围直径约为33厘米,中部凹起部分直

径约为19厘米(见图8)。
(7)小镲

图9 小镲

小镲的外面直径约为19厘米,内面直径约为9
厘米,凸起部位高约4.5厘米(见图9)。

(8)铙钹

图10 铙钹

外面直径约为30厘米,内面直径约为17厘米,
凸起部位高约6厘米(见图10)。

(9)眼子(也称点子)

图11 眼子

又叫点子,其直径约为10厘米,高约2厘米(见
图11)。

眼子有两个,音色、音高不同,一个较高,一个较

暗,在演奏中主要用于打击节奏,发出“嘟嘟”的声

音。眼子的演奏姿势是将吊绳挂在左手大拇指上,
然后将两只眼子平放在手掌上,音色较亮的一个放

在左边,音色较暗的一个放在右边。
(四)调式音阶与节拍音型

“三壁吹打乐”的调式以五声调式为主,尤其以徵

调式和宫调式最为多用,羽调式和商调式较少,音阶

构成也多为五声音阶,偶有变宫或清角出现的六声音

阶,但多处于弱拍弱位或强拍弱位,具有经过音和辅

助音的性质,与信阳民歌在调式音阶的构成和运用特

点基本相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3]。如《得胜

令》。
“三壁吹打乐”的节拍形态以2∕4拍为主,但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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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曲演奏过程中加1∕4、3∕4、4∕4拍以及散节拍为

辅,其旋律音型也多以常见常用的4分、8分、16分音

符以及8分附点音符等形态出现,少见16分音符以

上的复杂音型出现,总体音域多在11度以内,旋律发

展多以平稳级进结合4、5度跳进进行。因此,音乐平

稳并流畅,温婉且从容,与信阳当地民歌在节拍音型

的特征基本相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当地民间音乐

文化高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如《老丝弦》。

  三、“三壁吹打乐”的文化特征

信阳地处淮河中上游地区,“淮河流域文化作为

文化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代表,是由其地理、历史与

文化的多种因素决定的”[3]。与信阳本地众多民间文

化艺术一样,新县“三壁吹打乐”不但具有显著的地域

性和过渡性特征,而且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悠久的

历史积淀以及丰厚的文化元素而彰显出鲜明的融合

性与多元性文化特征。
首先,从乐队中的乐器种类构成分析,新县“三壁

吹打乐”具有显著的过渡性音乐文化特点,既有以北

方中原广大地区常见通用的唢呐和锣、鼓、镲等多种

打击乐器为主奏乐器,展示出淳朴明快、豪放热情的

音乐特点,又具有南方委婉细腻特点的曲笛吹奏旋律

贯穿全曲。其次,新县“三壁吹打乐”所展示的音乐内

容与风格既朴素纯实,又委婉细腻,具体表现在调式

调性、旋律进行、速度布局等方面,体现出东南吴越文

化艺术特征。再次,新县“三壁吹打乐”融入人声合唱

部分,其用当地方言语音与演唱“三壁吹打乐”音乐节

拍相切合。同时“三壁吹打乐”既与大多数民间器乐,
尤其是本地民间器乐艺术的表演形式不同,又体现出

南部湖北楚剧、汉剧的部分艺术特征。
总之,新县“三壁吹打乐”既是信阳民间器乐艺术

的优秀代表,又是豫南和淮河中上游地区传统文化艺

术的缩影,更是“淮河流域作为四方风物、文化汇聚之

地”的又一力证[4]。

参考文献:
[1] 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志(下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 李敬民.淮河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

理条件初探[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6(4):66-69+87.
[3] 于立刚.河南信阳民歌音乐特征与文化成因分析[J].乐

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1(4):133-138.
[4] 陈立柱.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省[J].学术界(月刊)

2016(9):153-166.

AnAnalysisoftheArtisticFeaturesofSanbiBlowingand
PercussionMusicinXinxianCounty

YULigang
(SchoolofMusic,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Abstract:Sanbiblowingandpercussionmusicisakindoffolkinstrumentalmusic,whichcanbetracedbacktoabout170years
ago,mainlypopularinXinxianCountyofXinyangCity.ItplaysavitalpartinthefolkmusicoftheupperbasinofHuaiheRiv-
er.Thisartisticformiswellreceivedbythelocalpeoplewithitsdistinctiveandstrikingfeaturessuchaslocalization,transitivi-
ty,integrationanddiversity.
Keywords:XinxianCounty;Sanbiblowingandpercussionmusic;localization;transitivity;integration;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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