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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舞蹈和歌曲比前代音乐更有吸引力。像我了解过的民族乐器就有扎木聂，扎木
聂，又称扎年。它是一种长得类似于二胡的乐器，是一种弹拨乐器，通常同于乐器合奏以及独奏、伴唱
、伴舞等等，可以说是用途非常的广泛。

民族乐器是中国的乐器。现一般流行的有琴、筝、箫、笛、二胡、琵琶、丝竹、鼓等，是代表着中华传
统音乐文化的乐器。

宋朝以前宫廷中鼓吹乐所使用的民族乐器，管乐多是角、笳、排箫、笛、筚篥、中鸣、长鸣；打击乐器
主要有錞于、钲、铙、铎、鼓、节鼓、大鼓等。筝是以音响效果命名的民族乐器，8弦扎木年，各地区的
传统筝曲全国有代表性的筝曲主要分布于河南、山东、广东省梅州与潮汕等地。琵琶是以演奏手法命名
的民族乐器。“琵”和“琶”原是古代弹拨乐器两种演奏手法的名称，秦汉至唐代这一时期，琵琶二字
成为多种弹拨乐器的混称。唐代以后，琵琶才作为一件独立民族乐器的名词而沿用到今天。

民族乐器地方风格特点的构成，从技术方面讲，民族乐器涉及到音乐的整个基本表现手段(曲调的音高关



系、调式、调性、节奏、节拍、速度、音区、力度、音色、演奏法、织体等)和整体性的表现手段，民族
乐器是组成—首器乐作品风格特点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根据我国传统民族乐器表现的特点来看，一般
地来讲，地方风格的重要的组成因素为演奏技巧、民间传统习用的旋律展开手法、乐队组合几个方面。

在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舞蹈和歌曲比前代音乐更有吸引力。像我了解过的民族乐器就有扎木聂，扎木
聂，又称扎年。它是一种长得类似于二胡的乐器，是一种弹拨乐器，通常同于乐器合奏以及独奏、伴唱
、伴舞等等，可以说是用途非常的广泛。

能够发出乐音，并能进行音乐艺术再创造的器具就叫做乐器，乐器厂家生产的乐器人类通过演奏乐器，
借以表达、交流思想感情，它有着精美的外观，而且是使用的加工材料也是采用的非常好的，使每个乐
器都能到达合格，达到人们理想中的需求。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国家对文体产业的发展予以重视，出台各项政策措
施支持文体产业的发展，中国乐器制造行业作为文体产业中较重要的朝阳产业之一，也取得了良好的发
展机遇。中国乐器制造行业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基本可以加工世界上所有类型乐
器，门类齐全、品种众多，大约有1200多个型号，规格3万多个，钢琴等大类乐器产品已经形成化生产格
局，钢琴铁板、音板、击弦机、外壳等主要钢琴部件加工厂开始形成规模。乐器是人类很早就拥有的精
神财产，并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丰富。从考古发掘和壁画、崖画中，都可以看到围捕、信号传递、祭
天祷神、战斗助威或庆典舞蹈等都和发音工具或节奏音响紧紧相连。乐器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乐器比
例有所提高，贴牌乐器出口比例有所减少。乐器标准化工作有序开展，2010年完成标准项目计划15项，1
项，行标14项；复查工作完成2005年以前49项标准的清理、复审、修订工作。涉及人体健康的“乐器有
害物质限 量”国 家标准开始制定。“十一五”期间制定的乐器标准水平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先进国
家现行的技术标准。

在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舞蹈和歌曲比前代音乐更有吸引力。像我了解过的民族乐器就有扎木聂，扎木
聂，又称扎年。它是一种长得类似于二胡的乐器，是一种弹拨乐器，通常同于乐器合奏以及独奏、伴唱
、伴舞等等，可以说是用途非常的广泛。

一、弹弦乐器

1.扎木聂

即六弦琴，是民间歌舞堆谐、囊玛的主要伴奏乐器。据藏文史书《红史》载，扎木聂于唐代从内地传入
。藏语“扎木”是声音，“聂”为悦耳好听之意，“扎木聂”意为声音悦耳的琴。曾译称扎年、木聂、
占木聂、扎木年。根据藏文古代文献
《西藏王统纪》记载，松赞干布赐宴时曾有艺人演奏乐器，可判断扎木年是于唐代从内地传入西藏的。

2.扬琴

扬琴是中国常用的一种击弦乐器，青海扎木年，与钢琴同宗，音色具有鲜明的特点，音量宏大， 刚柔



并济;慢奏时，音色如叮咚的山泉，扎木年直销，快奏时音色又如潺潺流水。音色明亮，犹如大珠小珠落
玉盘般清脆。表现力极为丰富，可以独奏、合奏或为琴书、说唱和戏
曲伴奏，在民间器乐合奏和民族乐队中经常充当“钢琴伴奏”的角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主要乐器。

二、拉弦乐器

1.牛角胡

藏式弓拉弦鸣乐器。藏语因方言不同又称必庸、必央、巴汪、日阿杂、则则、扎尼等。汉族称弦子、牛
角胡或胡琴。历史较为悠久，形制与汉族二胡基本相同，发音明亮、音色优美，常用于独奏和为歌舞、
戏剧、说唱伴奏。

2.根卡

根卡，是弓拉弦鸣乐器。历史悠久，6弦扎木年，来源于古代波斯，早只用于古典歌舞“囊玛”的伴奏，
未在民间流行。20世纪50年代改革制成高、中、低 音系列根卡。音色富有浓厚的高原风味，已用于独奏
、重奏、合奏或为民间歌舞伴奏，深受西藏人民喜爱，流行于拉萨、日喀则等地。

3.胡琴

胡琴，又称乡胡、稽(同奚)琴。历史悠久、形制古朴。发音柔美，音色动听。可用于独奏、合奏或为歌
舞伴奏。源于北方少数民族，后引进。

4.铁琴

铁琴是拉弦乐器，形制与二胡相近，流行于拉萨、日喀则、及西藏广大村镇，多用于伴奏西藏古典歌舞
“囊玛”和民间歌舞“堆谐”，现在多用于藏戏伴奏。铁琴又称“太琴”、“特琴”或“铁胡”。

青海扎木年-天津王毅乐器-6弦扎木年由天津市民族乐器厂二分厂提供。天津市民族乐器厂二分厂位于
天津河北区津浦北路（原南口支路1号）王毅乐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拼博和发展，目前民族乐器在乐
器中享有良好的声誉。民族乐器取得全网商盟认证，标志着我们的服务和管理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民族乐器全体员工愿与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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