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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主要是供有意學習或初學嗩吶者對嗩吶的種類、構造和基本演奏方法
有所了解，希望學習者能於學習早期掌握正確的演奏方法，打下良好根基。

穩定的控制發聲器（哨子）是初學嗩吶者必須耐心克服和需要掌握之重要技
巧，因此初學者必須多以長音為練習，通過强化咀部和腹部肌肉去增強對哨
子的控制能力。

初學者需要具經驗的老師幫助挑選、維修和調整哨子，亦需要老師指導發音
的正確性，沒有老師而嘗試自學者往往在音色和音準上均難以達到標準。

本教材內容除特別指明外，均以 D 調嗩吶為參考。

前 言



- 3 -

初級教程

嗩吶（Suona）起源於中東一帶，有上千年的歷史。現在亞、歐、美、非

洲都能見到嗩吶這樂器的蹤影，不同地方的嗩吶會有其不同的型制、音律和

演奏方法。在中國地區的嗩吶粗略地可被分成三類：

例如新疆嗩吶（蘇爾奈）、壯族嗩吶（波咧）、朝鮮嗩吶（太平簫）等等，

不同地區的嗩吶其外觀、大小、音律和吹法都很不一樣，各自帶有濃烈的地

區特色，多用於演奏民間音樂，常見於少數民族中的歌舞慶典、婚喪儀式或

宗教活動等場合。

1 .  嗩 吶 種 類

一、少數民族嗩吶

朝鮮嗩吶 - 太平簫 土耳其嗩吶：Zu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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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展「民族交響樂」，由於少數民族嗩吶在音準

及音色上沒有一個固定標準，為了要適應合奏的共性，北京嗩吶製造家吳仲

乎被委任並研發出一系列以七聲自然音階為音律基礎的嗩吶，把音律和演奏

方法都統一起來，現一般被稱為「傳統嗩吶」，並被廣泛應用到各種獨奏和

合奏舞台上。

整套傳統嗩吶根據樂器不同大小和調性共有12支，可分為海笛（小G、

小 F 調 ） 、 傳 統 高 音 嗩 吶 （ E 、 E b 、 D 、 C 、 B b 調 ） 和 傳 統 中 音 嗩 吶

（A、G、F、大D）。傳統嗩吶都是以第三孔命名，例如 D 調嗩吶第三孔

吹出來的是 D 音，C 調嗩吶第三孔吹出來的是 C 音，如此類推。

一般初學者多採用高音 D 調嗩吶，除了比較容易掌握外，亦因為在獨奏和

合奏的應用機會比較多。

二、傳統嗩吶

傳統嗩吶(左至右)：
高音嗩吶、中音嗩吶、大嗩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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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木管樂器的基礎上，以能演奏 12 平均律及加強中低聲部為目的作改

革的嗩吶，按能演奏音域的不同可分為加鍵高音嗩吶、加鍵中音嗩吶、加鍵

次中音嗩吶、加鍵低音嗩吶和加鍵倍低音嗩吶。此系列嗩吶比較常見於一些

中至大型的中樂團。

三、加鍵嗩吶

加鍵嗩吶(左至右)：
高音加鍵嗩吶、中音加鍵嗩吶、

次中音加鍵嗩吶、低音嗩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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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哨子：嗩吶的發聲源，用蘆葦制作，氣流通過哨片使之震動而發聲。 

2.	 氣牌：用木材或塑膠製成的一塊圓片，中間開孔並套於侵子頂端，用以

固定含哨位置及給予唇肌支撑。

3.	 侵子：以金屬製成上幼下粗的圓錐管，上端安裝哨子和氣牌，下端則插

在嗩吶桿上。調整安裝的深淺（包括相對於哨子和嗩吶桿）可以輕微調

整嗩吶的音高。

4.	 嗩吶桿：用硬木製成上幼下粗的圓錐管，管身上成竹節形狀，開有前七

後一共八個指孔。嗩吶桿的木質優劣對嗩吶音色好壞有很大影響。

5.	 嗩吶碗：金屬製造，呈喇叭形，套於嗩吶桿底。它是嗩吶的擴音器，亦

有影響下把位音準的功能。

2 .  嗩 吶 構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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嗩吶持法分上把和下把，上把分別用左手的食指、姆指、中指和無名指按第 8
、7、6 和 5 孔，下把分別用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尾指按第 4、3、2 和 
1 孔，右手姆指則放在嗩吶桿 2 至 4 孔之間的背面以支撐嗩吶重量。左手小指
可自由依附在無名指側、嗩吶上或凌空均可，取其在自然放鬆的狀態下、不影
響左手無名指動作的位置即可。

初學時要特別注意手指按孔的位置：上把按孔要以左手姆指第 1 節指肚按正第 
7 孔、食指第1 節指肚按正第 8 孔為固定支點；下把按孔則要以右手尾指第一
節指肚按正第 1 孔為固定支點，手指按孔不要太用力，要保持手指放鬆微曲的
狀態；其它手指要自然伸開呈微微弧形，手指要「放」在指孔上而不是用力按
壓的感覺。由於每人手指長短不一，所以除了左手姆指和食指及右手尾指肯定

是用指肚按孔，其餘手指有可能會用上指肚、指關節甚至第二節指肚這些部分

來按孔，因人而異，前題是手指每一個關節都不能拱起，要自然放鬆地伸開

而又能嚴密封好指孔不漏氣，這樣手指的活動才能輕鬆靈活而不覺得酸累。

錯誤手型 	 1：
1. 用指尖按孔；
2. 手指彎曲過度、關節隆起

正確手型：
1. 手指自然放鬆放在音孔上；
2. 手指呈輕微彎曲

錯誤手型 	 2：
1. 手指緊張及太用力按孔

3 .  嗩 吶 持 法 和 演 奏 姿 勢

一、嗩吶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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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立、行：

平時上課、練習、或樂團的排練演出等情況下都可以坐著吹嗩吶，而在獨奏、
比賽、或一些特別的演出形式中可能要演奏者站著或行著吹，不管是坐、站或
行著吹，都要注要正確的演奏姿勢。

上身：

手持嗩吶時雙臂應向外張開並與身體兩側形成50至80度角左右，兩邊手肘向
外不可夾著身體，雙肩放鬆不能縮起；吹奏時面部與嗩吶應任何時候保持在同
一個指向，垂直移動範圍大概可在與水平成上下15度的範圍內；雙眼向前看，
盡量避免看著手指或樂器來演奏；腰背保持挺直。

下身：

雙腳可稍微分開擺放，坐著演奏時腳不能翹起。

二、演奏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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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口型對嗩吶演奏者是非常重要，基本含哨口型，應該建立在十分自然的
狀態之中，即吹奏發音時雙唇如平時輕輕閉口一樣，然後兩邊咀角自然地向中
間靠攏使氣息集中，咀唇周圍肌肉固定而上下唇間留有活動的空間，面部要保
持自然輕鬆。切忌用雙唇緊箍牙齒來擠壓哨片阻礙哨片的震動，亦要避免咀唇
向外拉使咀唇變得繃緊及缺乏控制。 

剛吹嗩吶時咀唇附近肌肉很容易感到疲勞或麻痺，這是正常現象，但初學者往
往會因此而改變咀型，多為上下咀唇向內收包著牙齒並以此夾著哨片，這種演
奏方法不但無助於鍛鍊唇肌，更會使吹出來的聲音抖動或容易出現破音、音色
音準欠佳。

這些錯誤或不良的口型都能夠使嗩吶吹出聲音，甚至能夠吹出筒音以上八度內
的音，但初學者必須警惕不能滿足於此，因為當這些錯誤方法變成習慣後要
再改正就更難，更重要是當以後要吹更高音（超吹）及練習到一些如雙吐、花
舌、循環換氣、強弱控制等進階技巧時會遇上很大阻礙，亦因為咀唇繃緊而缺
乏了對變化中的音符的不同控制能力，使音樂變得缺乏表現力和連貫性。

正確的做法是初學時就要持之以恆地以正確的口型多做長音練習，使唇肌得到
鍛鍊並使正確的口型慢慢固定，以後的學習就會較為順利。

4 .  含 哨 口 型 及 位 置

一、 含哨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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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哨位置應該以咀唇最前端能輕輕貼著氣牌，而氣牌能貼著哨子底部為準，
含太深或太淺都會影響發音質量。

二、 含哨位置

不當咀型 	 1：
雙唇向內包裹牙齒、牙齒
咬唇，使咀唇失去對哨片
控制力。

不當咀型 	 2：
口角向外拉，咀唇繃緊，
易漏氣，口腔難以張開。

不當咀型 	 3：
上下唇過份擠壓致下唇
外翻，咀唇不受控制。

正確咀型：
兩邊咀角向中間靠攏，上
下唇不互相擠壓，吹氣集
中而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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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控制是管樂演奏技術中極為重要的一門學問，它著重於身體如何有效控制
你的氣息以達至吹奏時演奏者和樂器的最佳效率，簡單來說就是演奏時氣息能
控制自如而不讓自己或觀眾覺得吃力。

吹管樂呼吸方法現今大致可分為 「胸式呼吸」、 「腹式呼吸」和 「胸腹式呼
吸」，坊間或網上有很多詳細研究和討論這些方法的書籍和文章，學生們有興
趣深入研究可自己找找看。這裡只想用比較淺白易明的解說教導初學者呼吸方
法及要注意的事項。

先做個深呼吸，幻想自己的身體是一個吹氣球，吸氣的動作就好像把氣吹進氣
球內會使氣球膨漲，所以我們吸氣後整個人應該呈現一種膨漲狀態。這個膨脹
狀態涉及的身體部分方包括口腔、喉嚨、胸腔及腹腔。腹腔以上膨漲是因為空
氣貫滿了口腔和肺部，腹腔膨漲是因為肺部充氣使橫隔膜受力向下擠壓腹腔內
臟所致。初練習時可以對著鏡子雙手叉腰，如果吸氣時雙手感覺到腰部有向外
擴張而肩部沒有抬起的動作就是正確，此為第一部。 

把第一部身體的膨脹狀態保持，腹部肌肉主動向外擴張用力，閉氣（不一定要
閉咀）約十秒鐘，然後隨意把氣呼出。閉氣時注意除了腹部肌肉呈向外用力狀
態外身體其餘部分都要儘量放鬆。重複練習這動作多次，以習慣吸氣時腹部的
動作及閉氣時腹部的感覺。此為第二部。

把第二部的閉氣狀態保持，咀型呈「嗚」的形狀，然後慢慢把氣呼出。呼氣時
腹腔自然會從膨漲的狀態收縮，我們要做的就是主動控制腹部肌肉，使其繼續
用力向外擴張以抗衡這種收縮情況。一般情況下，如果能一口氣吹十秒，在吹
氣頭七至八秒都應該能保持腹部的擴張，到氣盡前的兩三秒才會有明顯的收縮
情況，練習時亦可用雙手叉腰的方法去感覺。此為第三部。

5 .  呼 吸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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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譜譜例：

• 大多數傳統嗩吶獨奏曲因音域及演奏風格所限，用簡譜配合不同指法學習
會比較方便。

• 簡譜一般會在開始前標示調號，例如 1 = D 就是 D 調，1 = C 就是 C 調

• 以上譜例為例，1、2、3、4、5分別對應五線譜上D、E、F#、G、A 音，
如果調號變成1 = C，五線譜上就分別是 C、D、E、F、G 音

• 「拍子」不同「拍子記號」，一般不會在樂譜上寫上，本教材的拍子只是
方便沒有讀過譜的學習者學習。

6 .  讀 譜 ： 用 簡 譜 還 是 線 譜 ？

1 2 3 4

1 ─ 0 0

1 2 3 4

2 ─ 0 0

1 2 3 4

3 ─ 4 ─
1 2 3 4

5 ─ 0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2 ─ ─ 0 2 ─ ─ 0 2 ─ ─ 0 2 ─ ─ 0

1 ─ ─ 0 1 ─ ─ 0 1 ─ ─ 0 1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0 3 0

1 2 3 4

3 0 0 0

2 ─ ─ 0 2 ─ ─ 0 2 0 2 0

1 2 3 4

2 ─ 0 0

1 ─ ─ 0 1 ─ ─ 0 1 0 1 0

1 2 3 4

1 ─ ─ 0

1 = D調號

小節

拍子

拍子記號
音符

重複符號

小節線
休止符

練習 I

練習 II

a.

b.

c.

a.

b.

c.

呼吸符號

1 2 3 4

1 ─ 0 0

1 2 3 4

2 ─ 0 0

1 2 3 4

3 ─ 4 ─
1 2 3 4

5 ─ 0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2 ─ ─ 0 2 ─ ─ 0 2 ─ ─ 0 2 ─ ─ 0

1 ─ ─ 0 1 ─ ─ 0 1 ─ ─ 0 1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0 3 0

1 2 3 4

3 0 0 0

2 ─ ─ 0 2 ─ ─ 0 2 0 2 0

1 2 3 4

2 ─ 0 0

1 ─ ─ 0 1 ─ ─ 0 1 0 1 0

1 2 3 4

1 ─ ─ 0

1 = D調號

小節

拍子

拍子記號
音符

重複符號

小節線
休止符

練習 I

練習 II

a.

b.

c.

a.

b.

c.

呼吸符號

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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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片是嗩吶的發聲部件，沒有了哨片嗩吶就吹不響。與西洋管樂如雙簧管的哨
片相比，中國嗩吶的哨片在質料和規格上都可謂極度參差，就算同一位做哨師傅
做出來的哨片，吹出來的感覺都可以相差很遠，甚至有些能吹、有些不能吹，所
以挑選和修整合適哨片可以說是初學者及一般程度演奏者最為頭痛的問題。初學
者挑選使用的哨片前應該先向老師或專業演奏家查詢，甚至請他們代為購買及修
整，以避免練習時出現音準音色欠佳、用力過大或者吹不響的問題。

每次要吹嗩吶前，都要先用水或口水把哨子泡濕，讓水濕透哨片的內外，使哨片
稍為軟化及使哨口張開。正常哨片在泡水半至一分鐘已經能夠進入可發聲狀態。
把多餘的水分抹乾後，用咀唇包著哨片吹氣，哨子便能發聲。哨片能夠發聲後要
再吹一兩分鐘，使哨片得到充分振動，進入一個比較穩定的振動狀態，此時樂器
產生的才會是正確的聲音。

7 .  開 聲 前 最 後 一 步  -  預 備 哨 片

一、沒有哨片吹不響

二、調整哨口

哨口張開快慢及程度會受很多因素影響，包括哨片蘆葦的質地、哨片的新舊、造
哨時的工藝、演奏環境濕度及泡浸的時間等。如果哨口太大或太小都會影響演奏
者吹奏時的感覺和樂器所發出的聲音。初學者不宜自己調整哨子，一來不知道調
整的程度，二來會很容易把哨片弄至變型或毀爛，因此初學者最好找老師代為調
整並逐步學習修哨子方法。

把哨片的哨座部分插穩在侵子頂端，哨座的整個銅線位應覆蓋在侵子頂端，而哨
子底圈應剛好貼在氣排上為之正確。哨片插得太深或太淺均會影響音準和吹奏，
此時便要調整銅線或氣排以使哨子能穩穩插於侵子正確位置上，方法包括把銅線
重綁、用綿線綁在侵子上以調整氣排高低等。 

把口腔盡量張開，感覺像有一隻雞蛋放了在喉嚨的感覺。咀唇形成說「嗚」的形
狀，使咀唇中間能合攏為一個小圓圈。把哨片水平放到咀唇中央，上下唇前端輕
力貼著氣牌，舌尖部份要輕力頂著哨口使哨口完全被舌頭遮蔽。此時舌頭突然向
內收縮，同時把氣不間斷地吹進哨子，哨片應該可以發聲了，以上的發音動作稱
為「吐音」。吐音前、中、後的時間都要使咀唇保持一樣的形狀，盡量不要有任
何不受控的動作出現。雙唇在形狀不變的情況下可稍為收緊但不要太用力，以不
會壓到哨口縮小、咀唇四周與哨片之間又不漏氣為準。如果吹不出聲，可嘗試調
整出氣速度和口腔大小，直至能使咀唇保持在「嗚」的形狀而又吹到一個平直的
長音（3秒左即可）為止。這個動作練習數次之後一般都很容易掌握，建議練習
時多對著鏡子，以觀察咀唇形狀和位置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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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程

「筒音」即樂器最低的一個音，「筒音 5 指法」（符號為      ）即把嗩吶最低
音定為「5」，以 D 調嗩吶為例，所有音孔全按（最低音的指法）就是D調的 
5 即 A 音，如此類推，由下而上放一個音孔是 D 調的 6（B）、放兩個音孔
是 D 調的 7（C#），D 調的 1（D）就是放三個音孔。

「吐音」是管樂器一種基本的舌頭演奏技巧，可分為「單吐」、「雙吐」和
「三吐」。單吐最基本目的是使每個音發聲時都能產生一個清楚、集中的
「音頭」。

單吐音的做法可分三個步驟：

手持插上哨片的侵子，重覆練習用吐音演奏一個長音，並用舌尖把
長音中斷。

練習：

1. 預備：舌尖先頂著並堵住哨口，口型固定好但不繃緊，咀唇與哨子間不漏
氣，氣息貫滿全身使口腔氣壓增加，口腔要有膨漲感，保持想吹氣進嗩吶
但是被塞住了的感覺。注意臉部不可鼓起。

2. 開始：舌尖於迅間向後縮使氣息突然通過哨子並使其震動發聲，像用國語
發出「吐」音。要注意發聲前後咀型要保持不變。

3. 完結：舌頭從步驟2的位置放回哨口使氣息及哨子震動中斷並使聲音停止。

目標

1. 學習「筒音 5 指法」

2. 掌握「單吐」演奏方法

第 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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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程

1 2 3 4

1 ─ 0 0

1 2 3 4

2 ─ 0 0

1 2 3 4

3 ─ 4 ─
1 2 3 4

5 ─ 0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2 ─ ─ 0 2 ─ ─ 0 2 ─ ─ 0 2 ─ ─ 0

1 ─ ─ 0 1 ─ ─ 0 1 ─ ─ 0 1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0 3 0

1 2 3 4

3 0 0 0

2 ─ ─ 0 2 ─ ─ 0 2 0 2 0

1 2 3 4

2 ─ 0 0

1 ─ ─ 0 1 ─ ─ 0 1 0 1 0

1 2 3 4

1 ─ ─ 0

1 = D調號

小節

拍子

拍子記號
音符

重複符號

小節線
休止符

練習 I

練習 II

a.

b.

c.

a.

b.

c.

呼吸符號

***注意事項***

• 每個音都要準時在第 1 拍開始用吐音演奏，在第 4 拍時把舌尖放回哨口並
換氣，換氣時要張咀並口鼻同時吸氣，不能含著哨子在嗩吶內吸氣。

• 按著孔的手指不要過分用力，沒有按到音孔的手指都稍為抬高並保持在相
對音孔上的垂直位置。

• 注意保持正確口型，如果聲音有抖震情況即可能咀唇夾哨太大力。

目標

1. 掌握「1」、「2」、「3」的演奏方法：

練習 	 I

第 二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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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程

1 2 3 4

1 ─ 0 0

1 2 3 4

2 ─ 0 0

1 2 3 4

3 ─ 4 ─
1 2 3 4

5 ─ 0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2 ─ ─ 0 2 ─ ─ 0 2 ─ ─ 0 2 ─ ─ 0

1 ─ ─ 0 1 ─ ─ 0 1 ─ ─ 0 1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 ─ 0

1 2 3 4

3 0 3 0

1 2 3 4

3 0 0 0

2 ─ ─ 0 2 ─ ─ 0 2 0 2 0

1 2 3 4

2 ─ 0 0

1 ─ ─ 0 1 ─ ─ 0 1 0 1 0

1 2 3 4

1 ─ ─ 0

1 = D調號

小節

拍子

拍子記號
音符

重複符號

小節線
休止符

練習 I

練習 II

a.

b.

c.

a.

b.

c.

呼吸符號

***注意事項***

• 1 拍的音符要吹足時間，例如如果該 1 拍音符是從第 3 拍開始吹，就要吹
到第 4 拍才可停下來。

• 注意演奏 1 拍、2 拍和 3 拍的分別。

***注意事項***

• 第 4 小節要以連續的單吐音去吹，做到音符「分開」而「不斷」的效果。
方法是用單吐吹完第 1 拍後（此時舌頭離開哨口，在牙齒後方），舌頭在
第 2 拍快速地向哨口碰一下以後立刻向後縮回，用同樣方法吹第 3 拍並
在第 4 拍停回哨口上。整個過程氣息要保持不能鬆下來，連續吐音時要
注意咀部不能有動作。

練習 	 I I

練習 	 I I I

3 ─ ─ 0 3 ─ ─ 0 3 0 3 0

1 2 3 4

3 3 3 0

2 ─ ─ 0 2 ─ ─ 0 2 0 2 0 2 2 2 0

1 ─ ─ 0 1 ─ ─ 0 1 0 1 0 1 1 1 0

2 0 3 0 2 3 2 3 2 0 3 0 2 0 0 0

1 0 2 0 1 2 1 2 1 0 2 0 1 0 0 0

1 2 3 4

1 1 1 2 2 2

1 2 3 4

3 3 2 1 0 3 3 3 2 2 2 1 1 2 1 0

1 1 1 2 2 2 3 2 2 1 0 3 3 3 2 2 2 1 2 2 1 0

1 2 2 3 3 2 1 1 2 3 0 3 3 2 1 2 2 3 2 2 1 0

練習 III

a.

b.

c.

練習 IV

a.

b.

練習 V

a.

b.

c.

第 二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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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程

3 ─ ─ 0 3 ─ ─ 0 3 0 3 0

1 2 3 4

3 3 3 0

2 ─ ─ 0 2 ─ ─ 0 2 0 2 0 2 2 2 0

1 ─ ─ 0 1 ─ ─ 0 1 0 1 0 1 1 1 0

2 0 3 0 2 3 2 3 2 0 3 0 2 0 0 0

1 0 2 0 1 2 1 2 1 0 2 0 1 0 0 0

1 2 3 4

1 1 1 2 2 2

1 2 3 4

3 3 2 1 0 3 3 3 2 2 2 1 1 2 1 0

1 1 1 2 2 2 3 2 2 1 0 3 3 3 2 2 2 1 2 2 1 0

1 2 2 3 3 2 1 1 2 3 0 3 3 2 1 2 2 3 2 2 1 0

練習 III

a.

b.

c.

練習 IV

a.

b.

練習 V

a.

b.

c.

3 ─ ─ 0 3 ─ ─ 0 3 0 3 0

1 2 3 4

3 3 3 0

2 ─ ─ 0 2 ─ ─ 0 2 0 2 0 2 2 2 0

1 ─ ─ 0 1 ─ ─ 0 1 0 1 0 1 1 1 0

2 0 3 0 2 3 2 3 2 0 3 0 2 0 0 0

1 0 2 0 1 2 1 2 1 0 2 0 1 0 0 0

1 2 3 4

1 1 1 2 2 2

1 2 3 4

3 3 2 1 0 3 3 3 2 2 2 1 1 2 1 0

1 1 1 2 2 2 3 2 2 1 0 3 3 3 2 2 2 1 2 2 1 0

1 2 2 3 3 2 1 1 2 3 0 3 3 2 1 2 2 3 2 2 1 0

練習 III

a.

b.

c.

練習 IV

a.

b.

練習 V

a.

b.

c.

***注意事項***

• 第 2 小節連續吐音要注意緊密配合手指的動作。

練習 	 I V

練習 	V

第 二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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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程

目標

1. 掌握 低音「5」、「6」、「7」的演奏方法：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6 ─ ─ 0 6 ─ ─ 0 6 ─ ─ 0 6 ─ ─ 0

5 ─ ─ 0 5 ─ ─ 0 5 ─ ─ 0 5 ─ ─ 0

1 2 3 4

7 0 6 0

1 2 3 4

7 6 7 0

1 2 3 4

7 6 7 6

1 2 3 4

7 7 6 6 7 0

6 0 5 0 6 5 6 0 6 5 6 5 6 6 5 5 6 0

7 7 7 6 6 6 5 5 6 7 0 5 5 5 6 6 6 7 7 6 5 0

5 5 5 6 6 6 7 6 6 7 0 7 7 7 6 6 6 5 5 6 5 0

a.

b.

c.

練習 I

練習 II

a.

b.

練習 III

a.

b.

***注意事項***

• 開始吹「7」前右手四隻手指都要先按好音孔（放鬆微曲狀態），以尾指
指肚按好第一孔為參考位置去判斷其餘三隻手指的按孔位置，之後才抬起
無名指和尾指去吹「7」，這樣由「6」吹去「5」時就不會因較短的尾指
為了按孔而去改變其它手指的靜止狀態（一般是手指關節會「拱」起來，
使手指過度用力並彎曲）。簡單來說就是尾指的動作要獨立，不能對其它
手指產生連動關係。

• 如果吹到「6」或「5」時吹不出聲或吹出怪聲，有可能是手指漏氣（左
右手手指都有可能），此時手指不要更用力去按音孔，而是要放鬆手指並
調整位置，直至發音正確為止。

練習 	 I

第 三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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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程 第 三 課

練習 	 I I

練習 	 I I I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6 ─ ─ 0 6 ─ ─ 0 6 ─ ─ 0 6 ─ ─ 0

5 ─ ─ 0 5 ─ ─ 0 5 ─ ─ 0 5 ─ ─ 0

1 2 3 4

7 0 6 0

1 2 3 4

7 6 7 0

1 2 3 4

7 6 7 6

1 2 3 4

7 7 6 6 7 0

6 0 5 0 6 5 6 0 6 5 6 5 6 6 5 5 6 0

7 7 7 6 6 6 5 5 6 7 0 5 5 5 6 6 6 7 7 6 5 0

5 5 5 6 6 6 7 6 6 7 0 7 7 7 6 6 6 5 5 6 5 0

a.

b.

c.

練習 I

練習 II

a.

b.

練習 III

a.

b.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1 2 3 4

7 ─ ─ 0

6 ─ ─ 0 6 ─ ─ 0 6 ─ ─ 0 6 ─ ─ 0

5 ─ ─ 0 5 ─ ─ 0 5 ─ ─ 0 5 ─ ─ 0

1 2 3 4

7 0 6 0

1 2 3 4

7 6 7 0

1 2 3 4

7 6 7 6

1 2 3 4

7 7 6 6 7 0

6 0 5 0 6 5 6 0 6 5 6 5 6 6 5 5 6 0

7 7 7 6 6 6 5 5 6 7 0 5 5 5 6 6 6 7 7 6 5 0

5 5 5 6 6 6 7 6 6 7 0 7 7 7 6 6 6 5 5 6 5 0

a.

b.

c.

練習 I

練習 II

a.

b.

練習 III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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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能夠靈活運用單吐及筒音 5 指法（567123）

練習 	 I

練習 	 I I

綜合練習

1 2 3 0 1 1 7 7 6 0 7 1 2 0 7 7 6 6 5 0

3 3 3 3 1 1 1 1 2 2 2 2 6 0 2 2 2 2 7 7 7 7 1 1 1 1 5 0

6 6 1 1 7 7 2 2 1 1 3 3 2 0 5 5 7 7 6 6 1 1 7 7 2 2 1 0

6 7 1 2 3 3 2 1 7 6 0 5 6 7 1 2 2 1 7 6 5 0

3 2 1 2 1 7 6 1 2 3 0 2 1 7 1 7 6 7 6 5 6 0

2 2 1 2 2 3 2 1 7 6 0 1 2 1 7 7 1 7 7 6 5 0

練習 I

練習 II

a.

b.

c.

a.

b.

c.

1 2 3 0 1 1 7 7 6 0 7 1 2 0 7 7 6 6 5 0

3 3 3 3 1 1 1 1 2 2 2 2 6 0 2 2 2 2 7 7 7 7 1 1 1 1 5 0

6 6 1 1 7 7 2 2 1 1 3 3 2 0 5 5 7 7 6 6 1 1 7 7 2 2 1 0

6 7 1 2 3 3 2 1 7 6 0 5 6 7 1 2 2 1 7 6 5 0

3 2 1 2 1 7 6 1 2 3 0 2 1 7 1 7 6 7 6 5 6 0

2 2 1 2 2 3 2 1 7 6 0 1 2 1 7 7 1 7 7 6 5 0

練習 I

練習 II

a.

b.

c.

a.

b.

c.

第 四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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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一

6 6 7 1 1 7 7 1 2 ─ 1 1 2 3 2 3 ─ ─ ─

6 6 7 1 1 7 7 1 2 ─ 1 2 3 1 7 6 ─ ─ ─

7 7 7 7 1 2 1 2 ─ 1 1 2 3 2 1 3 ─ ─ ─

6 6 7 1 1 7 7 1 2 ─ 1 2 3 1 7 6 ─ ─ ─

跳飛機跳飛機跳飛機跳飛機1 = D
 4 

 4 羅行良 曲

《跳飛機》
羅行良 	曲



- 22 -

初級教程

目標

1. 掌握 「4」、 「5」、 「6」的吹奏方法：

***注意事項***

• 「4」、「5」、「6」所要達到音準的氣速會比之前學習的音稍高，初
學者很容易會以「夾哨」這方法達成，但這樣會使聲音發扁及不穩，所
以演奏者應該把口腔及喉嚨張開，以正確及穩定的咀型並以增加腹部力
量的方法去達到增加出氣量的目的，這樣吹出來的音色才會飽滿結實、
聲音平穩。

練習 	 I

6 7 1 2 3 2

q = 46
(1)

1 1 7 6 ─ 6 7 1 2 3 2 1 1 2 3 ─

6 7 1 2 3 2

(5)

1 1 7 6 ─ 7 7 7 1 7 6 6 5 6 ─

3 3 3 2 1

(9)

2 2 3 2 ─ 1 1 1 2 1 7 7 1 7 ─

3 3 3 2 1

(13)

2 2 3 2 ─ 1 1 7 1 7 6 6 5 6 ─

4 ─ ─ 0 4 ─ ─ 0 4 ─ ─ 0 4 ─ ─ 0

5 ─ ─ 0 5 ─ ─ 0 5 ─ ─ 0 5 ─ ─ 0

6 ─ ─ 0 6 ─ ─ 0 6 ─ ─ 0 6 ─ ─ 0

龍的傳人龍的傳人龍的傳人龍的傳人
侯德健

1 = D
 4 

 4

a.

b.

c.

練習 I

第 五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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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程 第 五 課

***注意事項***

• 注意吐音與手指的配合

練習 	 I I

練習 	 I I I

4 5 6 0 6 5 4 0 4 5 6 5 4 ─ ─ 0

4 6 5 0 6 4 5 0 4 6 5 6 4 ─ ─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練習 II

練習 III

a.

b.

a.

b.

4 5 6 0 6 5 4 0 4 5 6 5 4 ─ ─ 0

4 6 5 0 6 4 5 0 4 6 5 6 4 ─ ─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練習 II

練習 III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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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能夠靈活運用單吐及筒音 5 平吹指法

綜合練習

練習 	 I

練習 	 I I

2 ─ 1 ─

(1)

6 1 2 3 2 ─ ─ ─ 1 ─ 2 ─

3 2 1 6

(5)

1 ─ ─ ─ 2 2 1 6 2 3 3 1 2 ─

1 1 6 2 3

(9)

6 6 2 1 ─ 1 3 2 6 2 2 3 3 1 3

1 ─ 6 ─

(13)

2 ─ 3 ─ 1 ─ ─ ─ 1 0 0 0

1 2 3 4

(1)

5 ─ ─ ─ 3 4 3 2 1 ─ ─ ─

2 3 1 6

(5)

2 ─ ─ ─ 7 1 7 6 5 ─ ─ ─

6 6 7 1 2

(9)

3 5 3 ─ 4 4 2 3 2 1 7 1 ─

2 2 3 1 2 ─

(13)

7 7 1 6 5 ─ 5 5 6 7 1 2 3 4 3 3 2 1 ─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1

1 = D
 4 

 4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2
1 = D

 4 

 4

2 ─ 1 ─

(1)

6 1 2 3 2 ─ ─ ─ 1 ─ 2 ─

3 2 1 6

(5)

1 ─ ─ ─ 2 2 1 6 2 3 3 1 2 ─

1 1 6 2 3

(9)

6 6 2 1 ─ 1 3 2 6 2 2 3 3 1 3

1 ─ 6 ─

(13)

2 ─ 3 ─ 1 ─ ─ ─ 1 0 0 0

1 2 3 4

(1)

5 ─ ─ ─ 3 4 3 2 1 ─ ─ ─

2 3 1 6

(5)

2 ─ ─ ─ 7 1 7 6 5 ─ ─ ─

6 6 7 1 2

(9)

3 5 3 ─ 4 4 2 3 2 1 7 1 ─

2 2 3 1 2 ─

(13)

7 7 1 6 5 ─ 5 5 6 7 1 2 3 4 3 3 2 1 ─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1

1 = D
 4 

 4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2
1 = D

 4 

 4

第 六 課
4 5 6 0 6 5 4 0 4 5 6 5 4 ─ ─ 0

4 6 5 0 6 4 5 0 4 6 5 6 4 ─ ─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練習 II

練習 III

a.

b.

a.

b.

4 5 6 0 6 5 4 0 4 5 6 5 4 ─ ─ 0

4 6 5 0 6 4 5 0 4 6 5 6 4 ─ ─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練習 II

練習 III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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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I I I

練習 	 I V

1 0 2 0

(1)

3 2 3 4 5 0 6 5 4 3 2 0 5 4 3 2 1 0

5 0 6 0

(5)

7 6 7 1 2 0 1 3 5 7 2 4 5 6 6 5 0

6 5 5 4 4 3 3 2

(9)

3 2 1 2 6 0 6 7 7 1 1 2 2 3 7 1 7 6 5 0

1 2 3 4 5 4 3 2

(13)

2 3 4 5 6 5 4 3 2 0 5 6 7 2 1 3 2 1 0

1 2 ─ 2

(1)

3 2 1 5 ─ 6 4 5 3 0 1 2 7 6 5 ─

5 6 ─ 6

(5)

5 4 3 2 ─ 7 1 0 6 6 2 2 3 4 3 5 ─

5 6 5 4 3 4 3 2

(9)

0 1 2 1 7 6 5 5 ─ 0 4 5 ─ 0

5 7 5 7 6 1 6 1

(13)

2 3 1 0 2 1 7 5 0 4 5 2 3 7 6 0 1

1 = D
 4 

 4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3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4
1 = D

 4 

 4

1 0 2 0

(1)

3 2 3 4 5 0 6 5 4 3 2 0 5 4 3 2 1 0

5 0 6 0

(5)

7 6 7 1 2 0 1 3 5 7 2 4 5 6 6 5 0

6 5 5 4 4 3 3 2

(9)

3 2 1 2 6 0 6 7 7 1 1 2 2 3 7 1 7 6 5 0

1 2 3 4 5 4 3 2

(13)

2 3 4 5 6 5 4 3 2 0 5 6 7 2 1 3 2 1 0

1 2 ─ 2

(1)

3 2 1 5 ─ 6 4 5 3 0 1 2 7 6 5 ─

5 6 ─ 6

(5)

5 4 3 2 ─ 7 1 0 6 6 2 2 3 4 3 5 ─

5 6 5 4 3 4 3 2

(9)

0 1 2 1 7 6 5 5 ─ 0 4 5 ─ 0

5 7 5 7 6 1 6 1

(13)

2 3 1 0 2 1 7 5 0 4 5 2 3 7 6 0 1

1 = D
 4 

 4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3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4
1 = D

 4 

 4

4 5 6 0 6 5 4 0 4 5 6 5 4 ─ ─ 0

4 6 5 0 6 4 5 0 4 6 5 6 4 ─ ─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練習 II

練習 III

a.

b.

a.

b.

4 5 6 0 6 5 4 0 4 5 6 5 4 ─ ─ 0

4 6 5 0 6 4 5 0 4 6 5 6 4 ─ ─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練習 II

練習 III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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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二

《小蜜蜂》

5 3 3 4 2 2

(1)

1 2 3 4 5 5 5 5 3 3 4 2 2 1 3 5 5 3 0

2 2 2 2 2 3 4

(5)

3 3 3 3 3 4 5 5 3 3 4 2 2 1 3 5 5 1 0

1 2 1 1 2 1 1 2 1 1 1 2 1

2 2 3 2 2 3 2 3 2 2 2 3 2

1 2 2 1 1 2 1 2 3 3 2 1 2 1

6 7 1 2 3 3 3 5 4 3 2 1 7 6

5 6 7 1 2 1 7 6 5 2 5 0

1 = D  4 

 4

小蜜蜂小蜜蜂小蜜蜂小蜜蜂

練習 I

a.

b.

c.

練習 II

a.

b.

第 六 課
4 5 6 0 6 5 4 0 4 5 6 5 4 ─ ─ 0

4 6 5 0 6 4 5 0 4 6 5 6 4 ─ ─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5 6 5 4 5 6 5 4 5 6 5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4 6 5 6 4 6 5 6 4 6 5 6 4 0

練習 II

練習 III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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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掌握吐奏與連奏

連奏就是演奏有連線的音時，在連線內的音，除了第一個音要用吐音發音外，
其餘音符均只需用變換指法去演奏而不用吐音（即舌頭不做動作）。線內之音
符要一口氣吹奏完而不斷開，以達到音符中連綿流暢的效果。

練習 	 I

練習 	 I I

5 3 3 4 2 2

(1)

1 2 3 4 5 5 5 5 3 3 4 2 2 1 3 5 5 3 0

2 2 2 2 2 3 4

(5)

3 3 3 3 3 4 5 5 3 3 4 2 2 1 3 5 5 1 0

1 2 1 1 2 1 1 2 1 1 1 2 1

2 2 3 2 2 3 2 3 2 2 2 3 2

1 2 2 1 1 2 1 2 3 3 2 1 2 1

6 7 1 2 3 3 3 5 4 3 2 1 7 6

5 6 7 1 2 1 7 6 5 2 5 0

1 = D  4 

 4
小蜜蜂小蜜蜂小蜜蜂小蜜蜂

練習 I

a.

b.

c.

練習 II

a.

b.

5 3 3 4 2 2

(1)

1 2 3 4 5 5 5 5 3 3 4 2 2 1 3 5 5 3 0

2 2 2 2 2 3 4

(5)

3 3 3 3 3 4 5 5 3 3 4 2 2 1 3 5 5 1 0

1 2 1 1 2 1 1 2 1 1 1 2 1

2 2 3 2 2 3 2 3 2 2 2 3 2

1 2 2 1 1 2 1 2 3 3 2 1 2 1

6 7 1 2 3 3 3 5 4 3 2 1 7 6

5 6 7 1 2 1 7 6 5 2 5 0

1 = D  4 

 4
小蜜蜂小蜜蜂小蜜蜂小蜜蜂

練習 I

a.

b.

c.

練習 II

a.

b.

第 七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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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三

《望春風》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5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5 1 2

3 2 3 1 3 1 3 2 3 5 1 2 3 1 2 3 2 3 1 3 6 3 2 3 5 3 2 1 1 2

3 2 3 1 3 1 3 2 3 5 1 2 3 1 2 3 2 3 1 3 6 3 2 3 5 3 2 1 0

5 ‧ 5 6 1 2 1 2 3 ‧ 5 5 ‧ 3 3 2 1 2 ─ ─ ─

3 ‧ 5 5 3 5 1 ‧ 2 2 ─ 5 ‧ 3 3 2 1 ─ ─ ─

2 ‧ 2 3 2 1 6 5 6 1 ─ 6 ‧ 1 2 1 3 5 ─ ─ ─

5 ‧ 5 6 5 3 3 2 1 6 ─ 5 ‧ 3 3 2 1 ─ ─ ─

練習 III

望春風望春風望春風望春風筒音  5
.

樂曲三

練習 	 I I I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5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1 5 6 5 1 2

3 2 3 1 3 1 3 2 3 5 1 2 3 1 2 3 2 3 1 3 6 3 2 3 5 3 2 1 1 2

3 2 3 1 3 1 3 2 3 5 1 2 3 1 2 3 2 3 1 3 6 3 2 3 5 3 2 1 0

5 ‧ 5 6 1 2 1 2 3 ‧ 5 5 ‧ 3 3 2 1 2 ─ ─ ─

3 ‧ 5 5 3 5 1 ‧ 2 2 ─ 5 ‧ 3 3 2 1 ─ ─ ─

2 ‧ 2 3 2 1 6 5 6 1 ─ 6 ‧ 1 2 1 3 5 ─ ─ ─

5 ‧ 5 6 5 3 3 2 1 6 ─ 5 ‧ 3 3 2 1 ─ ─ ─

練習 III

望春風望春風望春風望春風筒音  5
.

樂曲三

第 七 課



- 29 -

初級教程

樂曲四

《康定情歌》

第 七 課

四川民歌



- 30 -

初級教程

目標

1. 掌握超吹技巧

• 超吹即是在平吹基本不變的指法下通過咀唇及氣息控制以吹出同一音孔的
高八度音。超吹音域由高音 5 吹到超高音 5，在哨片硬度夠高再加上演奏
者技術也可吹到超高音 6。

• 超吹時要分別注意咀唇變化、氣息控制及手指技巧三方面：
1. 在正確平吹咀型基礎下（口腔打開，咀角內收，雙唇不夾哨並呈O 

型）咀型保持不變，但咀角肌肉要更用力使咀型保持固定不變，任何
情況下雙唇不能緊閉。

2. 腹部保持用力，氣量及氣速可略為增加，音愈高使用氣力愈大。
3. 按著第 8 孔（最上方指孔）的左手食指略向下翻使音孔出現一個很小

很小的出氣口，稱為「泛音孔」，打開泛音孔會使超吹容易演奏，聲
音穩定，音色通透。

• 一般初練超吹者容易以咀唇緊閉收哨口的方法去演奏，感覺上容易發音，
但聲音會變得緊張，音準難控制，嚴重者會經常吹出怪聲或吹不出聲，應
當盡量避免。

練習 	 I

2 ─ 2 0 2 ─ 2 0

1 ─ 1 0 1 ─ 1 0

7 ─ 7 0 7 ─ 7 0

6 ─ 6 0 6 ─ 6 0

5 ─ 1 ─ 6 ─ 1 ─

3 ─ 7 ─ 5 ─ 7 ─

5 ─ 6 ─ 1 ─ 6 ─

1 ─ 1 ─

練習 I

練習 II

第 八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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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0 2 ─ 2 0

1 ─ 1 0 1 ─ 1 0

7 ─ 7 0 7 ─ 7 0

6 ─ 6 0 6 ─ 6 0

5 ─ 1 ─ 6 ─ 1 ─

3 ─ 7 ─ 5 ─ 7 ─

5 ─ 6 ─ 1 ─ 6 ─

1 ─ 1 ─

練習 I

練習 II

2 ─ 2 0 2 ─ 2 0

1 ─ 1 0 1 ─ 1 0

7 ─ 7 0 7 ─ 7 0

6 ─ 6 0 6 ─ 6 0

5 ─ 1 ─ 6 ─ 1 ─

3 ─ 7 ─ 5 ─ 7 ─

5 ─ 6 ─ 1 ─ 6 ─

1 ─ 1 ─

練習 I

練習 II

2 ─ 2 0 2 ─ 2 0

1 ─ 1 0 1 ─ 1 0

7 ─ 7 0 7 ─ 7 0

6 ─ 6 0 6 ─ 6 0

5 ─ 1 ─ 6 ─ 1 ─

3 ─ 7 ─ 5 ─ 7 ─

5 ─ 6 ─ 1 ─ 6 ─

1 ─ 1 ─

練習 I

練習 II

2 ─ 2 0 2 ─ 2 0

1 ─ 1 0 1 ─ 1 0

7 ─ 7 0 7 ─ 7 0

6 ─ 6 0 6 ─ 6 0

5 ─ 1 ─ 6 ─ 1 ─

3 ─ 7 ─ 5 ─ 7 ─

5 ─ 6 ─ 1 ─ 6 ─

1 ─ 1 ─

練習 I

練習 II

練習 	 I I

練習 	 I I I

5 ─ 1 ─ 1 ─ 5 6 1 ─ 1 ─ 5 6 1 ─

2 ─ 1 ─ 7 6 5 ─ 5 ─ 6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6 ─ 5 6

2 ─ 2 ─ 1 ─ 1 ─ 1 ─ 3 5

1 ─ 1 ─ 3 5 1 ─ 2 ─ 1 ─ 7 6

5 ─ 5 ─ 2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7 ─ 6 5 1 ─ 1 ─

練習 III

5 ─ 1 ─ 1 ─ 5 6 1 ─ 1 ─ 5 6 1 ─

2 ─ 1 ─ 7 6 5 ─ 5 ─ 6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6 ─ 5 6

2 ─ 2 ─ 1 ─ 1 ─ 1 ─ 3 5

1 ─ 1 ─ 3 5 1 ─ 2 ─ 1 ─ 7 6

5 ─ 5 ─ 2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7 ─ 6 5 1 ─ 1 ─

練習 III

5 ─ 1 ─ 1 ─ 5 6 1 ─ 1 ─ 5 6 1 ─

2 ─ 1 ─ 7 6 5 ─ 5 ─ 6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6 ─ 5 6

2 ─ 2 ─ 1 ─ 1 ─ 1 ─ 3 5

1 ─ 1 ─ 3 5 1 ─ 2 ─ 1 ─ 7 6

5 ─ 5 ─ 2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7 ─ 6 5 1 ─ 1 ─

練習 III

5 ─ 1 ─ 1 ─ 5 6 1 ─ 1 ─ 5 6 1 ─

2 ─ 1 ─ 7 6 5 ─ 5 ─ 6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6 ─ 5 6

2 ─ 2 ─ 1 ─ 1 ─ 1 ─ 3 5

1 ─ 1 ─ 3 5 1 ─ 2 ─ 1 ─ 7 6

5 ─ 5 ─ 2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7 ─ 6 5 1 ─ 1 ─

練習 III

5 ─ 1 ─ 1 ─ 5 6 1 ─ 1 ─ 5 6 1 ─

2 ─ 1 ─ 7 6 5 ─ 5 ─ 6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6 ─ 5 6

2 ─ 2 ─ 1 ─ 1 ─ 1 ─ 3 5

1 ─ 1 ─ 3 5 1 ─ 2 ─ 1 ─ 7 6

5 ─ 5 ─ 2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7 ─ 6 5 1 ─ 1 ─

練習 III

5 ─ 1 ─ 1 ─ 5 6 1 ─ 1 ─ 5 6 1 ─

2 ─ 1 ─ 7 6 5 ─ 5 ─ 6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6 ─ 5 6

2 ─ 2 ─ 1 ─ 1 ─ 1 ─ 3 5

1 ─ 1 ─ 3 5 1 ─ 2 ─ 1 ─ 7 6

5 ─ 5 ─ 2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7 ─ 6 5 1 ─ 1 ─

練習 III

5 ─ 1 ─ 1 ─ 5 6 1 ─ 1 ─ 5 6 1 ─

2 ─ 1 ─ 7 6 5 ─ 5 ─ 6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6 ─ 5 6

2 ─ 2 ─ 1 ─ 1 ─ 1 ─ 3 5

1 ─ 1 ─ 3 5 1 ─ 2 ─ 1 ─ 7 6

5 ─ 5 ─ 2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7 ─ 6 5 1 ─ 1 ─

練習 III

5 ─ 1 ─ 1 ─ 5 6 1 ─ 1 ─ 5 6 1 ─

2 ─ 1 ─ 7 6 5 ─ 5 ─ 6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6 ─ 5 6

2 ─ 2 ─ 1 ─ 1 ─ 1 ─ 3 5

1 ─ 1 ─ 3 5 1 ─ 2 ─ 1 ─ 7 6

5 ─ 5 ─ 2 ─ 2 ─ 2 ─ 6 1 2 ─ 2 ─

6 1 2 ─ 1 ─ 7 ─ 6 5 1 ─ 1 ─

練習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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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I V

1 2 3 4 5 6 7 1 ─ 2 1 7 6 5 4 3 2 ─ 7 1 2 3

4 5 6 7 ─ 1 7 6 5 4 3 2 1 ─ 1 1 2 3 3 4

5 ─ 5 5 6 7 7 1 2 ─ 2 2 1 7 7 6 5 ─ 5 5 4

3 3 2 1 ─ 5 6 7 1 2 3 4 5 6 7 1 ─ 1 5 1 0

練習 IV

第 八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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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教程

樂曲五

《蘇武牧羊》

5 ─ 1 ─ 2 5 4 2
’
1 ─ ─ ─ 1 2 1 6

5 ─ ─ ─ 4 2 4 6 5 ─ ─ ─ 1 6 5 ─

4 6 5 ─ 2 5 4 2
’
1 ─ ─ ─ 2 2 2 6

5 ─ ─ 4 2 1 6 5 6 1 ─ ─ ─ 5 5 6 1

3 ─ ─ ─ 5 3 2 3 5 1 ─ ─ ─ 1 ‧ 2 4 4

2 4 2 1 6 1 2 4
’
1 ─ ─ ─ 1 ‧ 2 4 4

2 4 2 1 6 ─ ─ ─ 5 ─ 6 ─ 1 ─ ─ ─ 1 ─ ─ ─

2

2

2

蘇武牧羊蘇武牧羊蘇武牧羊蘇武牧羊

第 八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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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六

《鳳陽花鼓》

5 3 2 3 5 ─ 3 5 6 1 5 ─ 5 5 1 6 5 3

2 5 3 2 1 ─ 1 1 6 5 5 3 2 1 2 3 5 ─

5 5 1 6 5 3 2 5 3 2 1 ─ 5 5 3 2 1 ‧ 2 3 5

2 1 6 2 1 ─ 5 1 1 1 6 1 5 1 1 1 6 1

5 1 0 5 1 0 5 1 5 1 1 6 2 1 1 1 6 1 ─

鳳陽花鼓鳳陽花鼓鳳陽花鼓鳳陽花鼓
樂曲六

第 八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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