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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义唢呐的传承现状与保护研究 
丁雨祺 

（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9） 

摘要：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义唢呐”在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了大量具有当地特色的唢呐队，这些唢呐队具有较为
完备的传承体系、多样化的表演场合，并保存了丰富的安义唢呐古曲。本文通过文献收集、田野调查等方式，就南昌安义县唢呐传
承现状、唢呐音乐在当地人民生活中的影响以及安义唢呐传承发展等诸多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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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义唢呐的形成与发展 
据史料记载，唢呐起源于我国金、元时代，至今已一千多年的

历史，而安义县流传的唢呐最早出现在清朝初期。根据已故民间唢

呐艺人李菁讲述，最初安义唢呐由湖北两个行乞王姓的民间艺人流

传过来。当时他们到此地以耍杂卖艺为生，拒收徒弟，然后便落户

在南昌安义县黄洲廖庄村。他们死前，吹唢呐的技艺传给他们的儿

子。由于长时期地同本村村民接触，彼此之间有了情感，便将吹唢

呐的技术传给村民，逢年过节的时候，吹一吹，热闹一下。久而久

之，附近的村民便纷纷前来拜师学艺 3，如奉新县、婧安县、永修

县等等。唢呐在安义的流行距今有 300 余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区域

为安义全县各地和周边的县区。1999 年，安义县文化馆在全县抽调

50 名唢呐演奏高手组成“安义唢呐队”赴南昌市参加建国 50 周年

省市军民游园活动，是年，江西省文化厅授予安义县“唢呐艺术之

乡”。 

在江西的各种民俗活动中，从春节到元宵节（上元节）是最热

闹的，在连续十几天中，舞龙舞狮，敲锣打鼓，管弦之声此起彼伏。

据正德年间《建昌府志·风俗篇》载，元宵节之夜，当地“笙箫鼓

乐，金陵莫及。”在赣北地区的许多地方志书中，不乏关于在各种

民俗活动中唢呐乐队或吹打乐的记载。据《安义县志·民俗篇》中

记述：“婚礼仪式全程录像，播放结婚乐曲，农村仍行拜堂请乐队，

吹吹打打，热闹一番。”4 可见唢呐吹奏在安义县及周边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建国以后，江西安义唢呐因其独特特点受省内乃至全国

人民的喜爱，县城内只要有婚丧、节日庆典等活动，就必有它的身

影。近几年，频频获奖的安义唢呐，从小天地走向了全国各地的大

舞台，造就了江西唢呐的辉煌。 

二、安义民间婚丧仪式 
随着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加速，赣北地区唢呐在婚礼上的运用已

经大幅度减少，目前赣北地区唢呐乐队在丧葬仪式中的使用占有较

大比例，可以说是当代赣北唢呐队的生存依托。从表演仪式和规则

看，江西人对于婚礼、葬礼的称谓为“红白喜事”，即使是葬礼也

统称为“办喜事”。而办喜事请唢呐队是当地人传承至今的民俗习

惯，现在赣北农村办喜事时的仪式流程仍保留着过去的传统。在笔

者与唢呐艺人询问后，可得出白喜事的具体流程如下： 

1、白喜事（丧事）： 

（1）乐队报道：中午 12:00，唢呐队到达事主家中商量吹奏流

程与要求，事主通常会招待中饭，大约 15:00-16:00 唢呐队开始在

约定的地点（灵堂旁或大门口）吹奏-乐曲。 

（2）烧晚香：傍晚 17:00-19:00，此时死者亲属抵达事主烧晚

香祭拜，唢呐乐队在灵堂边以《高腔》开场，紧接着以《上岗台》

《小汉》等小曲牌组成套曲，由于中间不能停止，唢呐手吹累时打

击乐在中间起连接作用。 

（3）点歌：晚香结束后，事主招待乐队晚饭，约 21:00-22:00

乐队结束晚饭后，在事主家中逗留继续吹奏，此时事主亲属会开始

“点歌”，点一首乐曲大约 20 元。 

（4）守夜：此时唢呐队已经退场，据唢呐艺人说，十几年前

唢呐队会陪同死者家属守夜，但目前唢呐队在这个环节已经取消，

由死者亲属单独完成。 

（5）烧早香：第二天约 6:00-7:00 唢呐队再次来到事主家中，

此时死者亲属同时来到灵堂前烧早香祭拜。流程与前一天烧晚香一

致，早香结束后唢呐队留在事主家中吃早饭，准备跟随送葬队伍前

往墓地。 

（6）安葬：大约早晨 8:00 唢呐队跟随抬棺人将死者骨灰送至

墓地，路途中轮流吹奏《高腔》《上岗台》《白牡丹》等曲目，期间

无论唢呐还是打击乐均不能中断，直到死者安葬方可结束。 

2、红喜事（婚礼）： 

（1）绕屋：婚礼前一天下午 18-19 点，乐队到达南方事主家

中的“洞房”绕着房间吹奏乐曲，通常以《高腔》或《闹台》开场，

一首乐曲结束后，唢呐手开始恭喜新人，每说一句吉利话，便即兴

演奏一段简短的打击乐。此时新人会给乐队发红包。整个仪式在

21:00-22:00 结束。 

（2）接亲：第二天 6:00，唢呐队到达女方家，如果同一个村

庄有两户女儿要出嫁，唢呐队要“争早”到。到达女方家便开始吹

奏，直到早饭开席。结束早饭后，唢呐队跟随婚车送女方到达男方

家中，在婚车上继续吹奏，《小桃红》《高腔》等喜庆的曲目。大约

8:00-9:00 达到男方家中。 

（3）接客：约 10:00-12:00 唢呐队跟随婚车再次出发，将女方

亲属接至男方家中。途中继续随机吹奏乐曲。 

（4）乐队道喜：在新娘踏入男方家里之后，唢呐队跟随女方

见男方家长，此时唢呐乐队以即兴的方式吹奏乐曲，并向男方父母

道喜，祝福新人早生贵子。此时男方父母向乐队分发红包。结束后

开席。 

按照当地人的乡习，吃完喜宴后男女方亲属不能逗留，唢呐队

同理，结束喜宴后约 13:30-14:00 便立即离开宴席。这样一场喜宴

便落下帷幕。 

三、安义唢呐传承现状与困境 
安义县数西门巷李家与鼎湖镇陈家传袭最为久远。西门巷李家

擅长唢呐制作，如今远近闻名的安义唢呐制作传承人便是李家唢呐

第五代传承人李中安。鼎湖镇陈家的传承人陈学信则掌握了大量当

地即将失传的安义唢呐古曲，其父陈常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性项目

“安义唢呐”代表传承人。 

1、西门巷李家传承现状 

西门巷李氏祖先李祖谟于 120 多年前开创制作唢呐的行当并传

承至今。李家唢呐传承人主要包括李烈斌、李中尧两家人。李中尧

吹奏技艺高超，独特的装饰音堪称一绝，是安义唢呐的重要传承人

之一。李烈斌一家擅长唢呐制作，目前李氏唢呐制作工艺已经传到

了第五代李中安的手中。 

家族传承是李家唢呐吹奏技艺及制作技艺的唯一传承方式。在

与李家唢呐传人李中安的交谈中，笔者推算出李家唢呐五代的传承

脉络：第一代传人李祖谟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据《李氏家谱》记载：

“李祖谟字行，光绪丙子年九月初一日戌时生，娶刘氏，生子二，

光珍、光铭，从乐师某吹奏唢呐，即而随师习唢呐制作技艺。”西

门巷李家村李氏家谱显示，李氏唢呐所传五代中，分别为“祖、光、

前、烈、中”五个字派 5。其中李家第四代传人李烈斌（即李中安

的父亲）以及其兄李烈武擅长胡琴、二胡、板胡、唢呐、锣鼓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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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乐器，据李中安说，当时的唢呐艺人大多一个人能演奏吹打乐队

中的所有乐器，根据“东家”需要可随时调整唢呐队人数以及结构。 

2019 年，李氏传承人李中尧故去，目前李氏唢呐传承人为李中

尧的独生子李英泉。李英泉擅长打击乐，也能吹奏少量唢呐曲牌。

李中安说，“老一辈的人也不排斥把这些曲子教给外面想来学唢呐

的人，在大约在十几年前，就有来自九江修水、湖南、湖北的年轻

人找李中尧他们来学习唢呐。”6 这些外来的学习者将安义唢呐传入

全国各地，衍生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唢呐乐曲以及风格。而安义唢呐

则随着老一辈人的相继去世而日渐式微。 

2、鼎湖镇陈家传承现状 

目前在安义县专职从事演艺以及唢呐吹奏技艺传承的家族只

有鼎湖镇的陈常廉一家五口，陈常廉在世时能吹唢呐、能打锣鼓、

能拉胡琴，是安义唢呐的重要传承人。陈常廉自幼跟随一名余姓唢

呐师父学徒吹唢呐，靠着唢呐手艺养大了 5 个儿女。但陈常廉已于

2016 年去世，安义唢呐传承人目前为陈常廉的大儿子陈学信。据陈

学信所说，父亲陈常廉在世时能吹全部的安义古曲 70 余首，而自

己学到了将近一半。在陈家五口人里，主要包括老大陈学信、老二

陈学宽以及老三陈学品，另外家中还有不善乐器的大姐，其中陈学

宽及其儿子陈禹炎、老三陈学品擅长打击乐，陈学宽能吹少量唢呐

曲。根据笔者走访调查，目前在安义，能将现存古曲原汁原味吹奏

出来的只有陈学信一人。 

在提及安义唢呐的传承问题时，安义唢呐传承人陈学信说道，

“安义唢呐现在是省级非遗，原来是国家级非遗的，我父亲在世的

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安义唢呐传承下去。现在呢，由于人太少了，

不达标，都降到省级了。那个证书，他们（省文化局）到我家拿走

了，这几年政府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力度）扶持，这个问题上我们

心里也是有点失落感的。”“目前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高腔》的

曲调和打击千万不要失传，像现在奉新、高安流传的《高腔》的曲

调和打击乐完全变味了，只有我们安义现在吹的《高腔》还是原汁

原味的。”7 

姓名 性别 生（卒）年文化 传承方式 擅长乐器 居住地址

陈常廉 男 1931-2016 不详 拜师学艺唢呐、二胡、锣鼓 鼎湖镇 

陈学信 男 1956 小学 家传 唢呐、锣鼓 鼎湖镇 

陈学宽 男 1958 初中 家传 锣鼓 鼎湖镇 

陈学品 男 1964 高中 家传 锣鼓 鼎湖镇 

3、传承模式 

从李家及陈家唢呐的传承脉络可以看出，安义唢呐的传承方式

均为从最早的师授徒袭到家庭传承的转化，到了 20 世纪鼎盛期家

传与师授徒袭并存一直延续至今。而关于唢呐技艺以及曲目的传承

直到本世纪初都是口传心授，并无可供参照的乐谱。直到近几年才

陆续出现部分代表性曲目的唢呐演奏简谱。一来安义唢呐的传承人

大部分为农民，音乐素养普遍较低，更无法记谱识谱。二来，唢呐

曲牌在民间的继承具有一定的流变性，曲牌的改编因地域、文化、

个人喜好而异。因此有些传授乐曲的老师傅不会过于要求音韵节奏

的准确。师父在传授过程中用口述、手比划的方式对乐曲进行指正，

徒弟将乐曲学会就算出师。 

另外，安义文化馆于 2015 年成立了“唢呐艺术协会”，并定期

开办唢呐培训班，鼓励南昌安义以及周边村县的青少年来学习唢

呐，推动安义唢呐的传承。同时，南昌文化馆也会在微信公众号的

“非遗培训直播课”的活动中定期开展安义县唢呐技艺传承活动。

2021 年 7 月 14 日，南昌文化馆连同安义唢呐公益培训班在南昌市

举办了一场汇报演出。这场汇报演出的学员来自市各行各业，有学

生农民、退休干部和唢呐爱好者，由专业的唢呐老师进行免费授课。

另外，2020 年 7 月份，安义古村正式开拍了非遗文化微电影《唢呐

情缘》，剧组导演通过微电影的影像表达为安义唢呐增添了新的宣

传方式。 

4、传承困境 

近年来，安义唢呐手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并随着传承人的去

世，都逐渐消失在历史中。根据今年 7-9 月份笔者在安义县的调研

中发现，目前安义县的居民只有在举办葬礼仪式以及一小部分的婚

礼仪式中会邀请唢呐队，且整个县城内的唢呐队伍已不足五十支。

李中尧在 2015 年便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学唢

呐的人不多，年轻人来学也大多是学几天就荒废了，还在演奏的艺

人几乎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我们都在担心，这唢呐要怎么传下

去。”在笔者 2021 年与李氏唢呐传承人李中安以及陈家传承人陈学

信的交谈中发现，今年的唢呐队的传承及生存情况正如传承人担心

的那样，变得更为严峻。几个资深唢呐手如陈尚莲、李中尧的相继

去世也导致了部分唢呐古曲的失传。 

四、安义唢呐的保护建议 
1、建立安义唢呐文化保护区 

安义唢呐与其相关的民俗文化联系紧密，当地政府可以联合安

义当地现有的文化环境保护区“安义古村”，通过旅游文化的发展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将唢呐文化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结

合创造出一体的传承与保护系统。首先制定面向安义居民的宣传计

划，唤起安义人在民俗仪式中对于唢呐文化的情感，同时完善安义

唢呐制作产业链。据笔者走访了解，安义唢呐制作传承人李中安已

凭借其祖传的唢呐制作工艺打造出“安义李氏唢呐”品牌，其产品

销至全国各大音乐学院，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因此，建设安义唢

呐文化保护区应当强调安义唢呐传承队伍的主体，尊重传承人希望

将安义唢呐传承下去的强烈愿望。 

2、完善安义唢呐相关产业发展 

当下，塑造好“安义唢呐”的品牌形象，完善安义唢呐演艺、

唢呐制造产业是安义唢呐生存道路的重点路径。目前，自媒体为非

物质文化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媒介，在大众参与关注、宣传

的机制下，安义唢呐应当有效利用各大视频平台，以官方为主导，

聚合各方力量，结合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手段与安义唢呐传

承人已有的账号下给予支持。同时通过媒体以及年轻人的力量将唢

呐与大众音乐文化相结合，积极进行创新，以调节潮流文化发展与

民俗文化之间的矛盾。总之，完善安义唢呐相关产业发展，建立成

熟的保护机制，将安义唢呐放置在当代语境下思考，确保安义唢呐

能够得到长期的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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