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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草原游牧文化初期，蒙古人所使用的乐器，不是马头琴，

而是火必思、图卜硕尔等弹拨乐器且多用于娱乐性歌舞与舞

曲伴奏。从《蒙古秘史》、《元史》中的记载来看，成吉思

汗至忽必烈时期，蒙古民族乐器尚以弹拨乐器为主，元代的

蒙古军人和牧民，善弹火必思，喜跳集体踏歌。当草原游牧

音乐迅猛发展之后马头琴这件拉弦乐器便脱胎而出，得到广

泛普及，并且最终取代弹拨乐器的地位，成为蒙古民族最具

草原特色的民间乐器。显然，拉弦乐器取代弹拨乐器，火必

思逐渐衰退，马头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蒙古乐器的主角。 马

头琴--这古老的拉弦乐器，因琴头雕饰马头而得名。《清史

稿》载："胡琴，刳桐为质，二弦，龙首，方柄。槽椭而下锐

，冒以革，槽外设木如簪头似扣弦，龙首下为山口，凿空纳

弦，绾以两轴，左右各一，以木系马尾八十一茎扎之"。可知

，马头琴原来也有龙首。此早在《元史》卷71《礼乐志》有

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

为马尾。"据岩画和有些历史资料中显示古代蒙古人开始把酸

奶勺子加工之后蒙上牛皮，拉上两根马尾弦，当乐器演奏，

称之为"勺形胡琴"。目前很多专家认为这就是马头琴的前身

。勺形胡琴当时最长的也是二尺左右，共鸣箱比较小，声音

也就小多了。至今蒙古国的西部也有人把马头琴叫"勺形胡

琴"。当时琴头不一定是马头，有人头、骷髅、鳄鱼头、鳖甲

或龙头等，此外还有人说，这种琴的琴头有呈猴头或玛特尔



头的形状。玛特尔形似龙，面似猴，象征一种镇压邪魔的神

物。据有关学者考证，马头琴一名大约得于十九世纪末到二

十纪初，琴首是由龙头或玛特尔头改为马头的。除此之外还

有很多琴类，如：皮胡、锹胡、四胡、奚琴、稽琴等都是当

时的流行乐器。元朝时期随着宫廷生活的逐渐富裕宫廷内有

专门的演奏、唱歌、跳舞的人员，马头琴也就慢慢地成为宫

廷音乐的主要内容之一了。 马头琴是适合演奏蒙古古代长调

的最好的乐器，它能够准确的表达出蒙古人的生活，如：辽

阔的草原、呼啸的狂风、悲伤的心情、奔腾的马蹄声、欢乐

的牧歌等。与此相关，元代的蒙古民族乐器，其总体地位有

了明显的提高，不仅仅是用于舞蹈和歌曲伴奏，而且还产生

了纯器乐曲，诸如《海青拿天鹅》《白翎雀》等，确实有了

长足的进步。 到十八世纪初，马头琴的外观及结构有了很大

的变化，共鸣箱为梯形且比原来大多了，琴身的长度增长两

倍左右，这样声音也大，发出更洪亮的颤音，琴头多为马头

或马头下面再加一个龙头。马头琴的两个弦，粗弦为阳弦，

由150根马尾组成，细弦为阴弦，由120根马尾组成，弓弦

为90根马尾组成，全部加起来360根，正好一个圆圈的360度

。随着马头琴琴体的革新，马头琴的演奏技巧也有了新的创

造和发展，涌现出不少民间说唱演奏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