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莽”重35公斤

“蹄咯嗒！蹄咯嗒！！蹄咯嗒！！！”在万盛金桥镇，当你听到
这声音时，一定会联想到影视剧里枪战或武打片中群马奔驰嘶
叫的场面。不错，这是“战马”嘶叫的声音，但它不是真正的马
叫声，而是唢呐发出的声音，被万盛人称为“青山莽”。

在没见过“青山莽”之前，不知其究竟有多大。“青山莽”立
在地上有两人多高，喇叭口像是大锅盖一样。从喇叭口到尖子
全长4.5米，喇叭口直径1.6米，总重35公斤。

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金桥民间吹打，起源于宋
末元初，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是“巴渝十大民间艺术”之
一。这里的农民不但能吹唢呐，还制作出了唢呐中的巨无霸

“青山莽”，央视新闻频道曾以《重庆：天下第一唢呐》为题专门
进行过报道。

“金桥吹打”的发源地最早在青山乡，原来叫“青山吹打”。
1992年12月，青山乡并入金桥乡。2001年12月，撒乡改设金
桥镇后，“青山吹打”才改名“金桥吹打”。与其他吹打流派相
比，金桥吹打更显阳刚之气，以音域宽、音量大、力度厚、音色明
快、穿透力强的“马风派”演奏风格享誉渝南黔北等地。

一跤摔出“马风派”

关于“马风派”的创立，还有一段故事：
清道光年间，原青山乡村民刘多二和刘云池是好朋友。

10岁那年，刘多二看到大人们吹唢呐的欢乐场面后，也爱上了
唢呐。由于他聪明机巧，很快就掌握了唢呐吹奏的大部分技巧
和传统曲牌。之后，刘多二组织几个小伙伴创建了自己的吹打
乐班，开始走南闯北。

有一次，刘多二带着他的乐班到金桥附近的莲花乡吹打，
回家途经一个叫马鞍山的地方时，不慎摔了一跤，手中的唢呐
也被摔出两三米远。待徒弟拾回唢呐时，刘多二发现唢呐谷哨
已摔坏，便重新扎制哨子。哨子扎好后，刘多二试吹了一下，唢
呐发出阵阵怪异的声音。眼看天色已晚，刘多二招呼大家赶紧
回家。一路上，看见四周环绕的无数小山像行进中的马群。一
阵清风吹来，刘多二感到心旷神怡，拿起唢呐，润软谷哨，开始
试吹唢呐。吹奏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唢呐声在山中回荡，发
出的声音异常奇特，觉得自己像是骑在一匹骏马上。大家都觉
得很奇异，纷纷说“像马叫，像马叫”。刘多二叫打鼓手刘云池
按曲牌点子敲鼓，顿时，鼓发出了“得格斗、得格斗”的声响，酷
似马奔跑时马蹄发出的声音。刘多二对乐班一行人说：“此地
风光无限，众马奔腾，我们一起吹打一曲，看声相究竟如何？”于
是，他口含唢呐哨，挺胸抬头，手推唢呐向上，如马啸时前蹄腾
空，马头上扬嘶鸣的神态。他神情专注吹奏唢呐，鼓、锣、钹协
和奏鸣，其声音在崇山峻岭之中回荡。曲近高潮，酷似万马奔
腾时“马啸”与“马蹄”共鸣。“马风派”也由此而诞生。

刻意模仿群马奔驰的“马风派”演奏，是金桥民间吹打有别
于其他吹打最显著的艺术风格。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如今的
曲目不断完善和发扬光大。

演奏“青山莽”需5人协作

其实，“青山莽”并非现在这样大，它是由小到大逐渐演变
而来的。

50多年前，金桥民间吹打“马风派”的第四代传人向志钦
和第五代传人翁庆华，在长期民间吹打实践中，在唢呐的音高

及音程的协和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创新，将唢呐制成为特高
音、高音、中音、低音。特高音（海笛）唢呐长约30厘米，前端锥
形喇叭口约8厘米，最低音特大（莽台）唢呐长度约1米，唢呐
前端的锥形喇叭口，直径约1米。每种唢呐的音量、音域、吹奏
方法技巧都不尽相同，适合在不同的场合吹奏。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万盛农村很多地方，婚丧嫁娶自然少
不了音乐气氛的烘托，唢呐以其突出的音质效果，成为吹打演
奏中的主力军。尤其是有几支队伍在一起演奏，民间乐团之间
在吹唢呐时，往往会相互表演竞争，看谁吹得好，吹得响亮，希
望以自己嘹亮的唢呐声能压倒对方，以此作为己方扬名立万的
资本。久而久之，为了能让唢呐的声音更高亢嘹亮，金桥吹打
乐团的制作者们便将唢呐越做越大，最后催生了被誉为乐器之
王的“青山莽”。

“青山莽”的前端喇叭直径巨大，其巨大的器型也注定了它
的不平凡，演奏往往需要五个人协作才能发出声音。在演奏

“青山莽”时，需要一人吹，两人抬，其余两个人用手指按动音
孔，相互之间的配合必须默契，否则会前功尽弃。

制作一件“青山莽”需要3年

据国家非遗传承人张登洋介绍，“青山莽”唢呐制作十分繁
琐，每一道工序都是用手工完成的。一支普通的唢呐，先需经
过选材、风干、切割、绞管、车圆、纹线和钻孔等多道工序，然后
编喇叭口、刮灰、上漆，最后安堵气盘、装麦哨，工序多达几十
道。喇叭口须选用当地一种竹节特别长的“牛尾慈竹”编制，缝
隙用石膏填实，发音管需用红豆杉制成，吹嘴由黄铜制成，发音
哨用麻线捆扎野麦芊制成，堵气盘由牛骨削平磨制成圆形。唢
呐制作成型后，还需在竹、木、麻部分多次上生漆等。为保证

“青山莽”的完整、美观、发音效果和经久耐用性能，在其制作完
成后还要刷上生漆，制作工艺十分繁琐。一件“青山莽”从制作
到成型，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

2006年2月—3月，在国家博物馆首次举办的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把第一唢呐运到北京就花了很大的功
夫。师傅们把唢呐拆成了很多部分，每个部分都用箱子装上，
固定好，再运上火车。为保证运输途中的安全，还派专门人员
负责押运。除“青山莽”外，此次进京参展的乐器还有二莽、莽
台、海笛等多种型号的唢呐。

两年后，“青山莽”再次抵达北京，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并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永久珍
藏。不久，金桥吹打乐团按原样的规格尺寸又重新制作了一支

“青山莽”，现陈列于万盛博物馆。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旅局）

万州金钱板
三块竹板唱出百年历史

□文猛

爷爷余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再到万
县城（今万州城），再去他熟悉的西山茶
庄，捧上一杯茶，听上一段说书，听上一
段相声，最过瘾的是听上一段金钱板。
在金钱板的呼来耍去中，在艺人诙谐爆
笑的说唱中，度过属于自己的美好时
光。

金钱板，又称“三才板”“金签板”
“金剑板”“打连三”。

金钱板的表演道具是三块小竹板，
最初的表演中，每块小竹板打有三个
孔，孔中穿上铜钱，表演时除有竹板敲
打之声，还有铜钱碰撞之音。后来便于
制作，人们取消了铜钱，形成今天简洁
的三块小竹板。《易经》说“道有天道，地
道，人道”，于是金钱板的三块竹板各代
表一道，就是为了唱景致，唱风情，唱人
物，唱故事，唱喜怒哀乐，唱天地人和。
三块竹板既作伴奏乐器，又作表演道
具。艺人右手拿着一块有节拍地打着
左手拿的两块板的不同部位。响声给
人一种清新，铿锵而又有和谐节奏的音
乐感。击打一两分钟，艺人在金钱板的
节拍下开始演唱。多用方言土语，以唱
代说，要求严格，要句句押韵，并要一韵
到底，中途不得转韵。每句唱词，多是
七字句，十字句，亦可用长短句，以便演
唱者在唱时能使节奏做到“三停顿”。
在语言上要通俗易懂，形象生动，铿锵
有力，通常用四川方言，歇后语，谚语和
象声词来表达，但又要做到俗不伤雅。

金钱板的起源无法详考，有孟尝君
弃武学文为讴歌解闷命童仆双剑敲打
发展而来之说，有水浒中燕青花光路费
临时用竹板边打边唱讨盘缠发展而来
之说。比较得到公认的说法是，400 年
前“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开始时流传
之说。

金钱板在表演时，以说唱故事为
主，因此唱词极富叙事特征。词中既有
人物，又有情节，还有故事高潮，曲折生
动，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传统书目有

《三国》《水浒》《游江南》《武松》《岳飞
传》《乾隆下江南》等长篇的“长条书”。
还有取材于民间寓言、故事、笑话的二
三十句的小段，叫作“诗头子”。传统书
目中有最吸引听众的三段“买米书”，即

《武松赶会》《武松闹庙》《武松打店》，还
有《瞎子算命》《货郎子》《绕口令》《十八
扯》《老实话》《小菜打仗》《俩相帮》《圈
套》《双枪老太婆》《偷鸡》等。在表演
上，艺人将打板、表演和唱功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通过对题材的理解和艺术加
工，或高亢激昂、或婉转低徊的说唱方
式，让故事形神兼备，从而带给观众强
烈的艺术感染。

金钱板在唱腔上充分汲取川剧高
腔的部分曲牌和四川民歌、山歌、号子
乃至昆曲、胡琴、灯戏、弹戏的优点，集
众家之长于一身。

与评书、莲花落等说唱艺术一样，
金钱板最初一般也在人多的乡场闹市
路口划个圈子表演，拉扯场子招揽顾
客。因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便逐渐发展
到进入茶馆表演。加之道具简单，就是
几块竹板，演员一人，十分灵活，非常适
宜在茶馆中进行演出。所以，后来金钱
板就主要在茶馆中进行演出了。

因技法特点的不同分成了“花派”、
“清派”和“杂派”等几个不同流派。其
中，“花派”主要突出板式击打技巧与眉
眼身法，表演者常常将三块竹板呼来耍
去，模仿击打出大自然的各类声音，富
含万千变化；“清派”主要注重说唱的咬
字吐词，字正腔圆、中气十足、节奏稳
健、细腻准确，行腔中不能出现“啦”

“哈”“呀”的虚字尾音；“杂派”则基本上
兼“花派”“清派”之长，既注重板式打法
又在说唱中注意节奏变化，灵活自如、
唱中带说、说中带唱，长短句子交错而
行，快慢自由。

随着国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滚滚热潮，万州的竹琴和金钱板
声名远播，很多文人墨客到万州，除了
享受万州“美食三绝”——杂酱面、格
格、烤鱼，来上一段竹琴和金钱板是必
须感受的视听大宴。 （作者系中国作
协会员、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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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唢呐在万盛
演奏需要5个人

□罗昭伦

全长4.5米，喇叭口直径1.6米

陈列在万盛博物馆的“青山莽”唢呐

世界最大的唢呐在哪里？它就在万盛经开区，而且这个唢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青山莽。2017年12月，被英国世界纪录认证总部认证为“世界最大的唢呐”。

唢呐是我国一种常见的双簧木管乐器，也是民间最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乐器。早在
公元3世纪左右，唢呐便由丝绸之路从东欧、西亚一带传入我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与改
良，以其独特的气质与音色，成为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