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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ha Yamaha Yamaha Yamaha 長笛俱樂部長笛俱樂部長笛俱樂部長笛俱樂部    ～～～～知無不言長笛大小事知無不言長笛大小事知無不言長笛大小事知無不言長笛大小事    

文. 林仁斌老師（知名長笛演奏家/節慶長笛樂團團長） 

 

1. 長笛樂器的中心點～談樂器的三點重心支撐 

 

古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信許多人都懂得這個道理。不過大家是否想過， 

怎樣才是真正拿好你手中的長笛，讓他發揮最好的音色與表現呢？ 

 

當演奏長笛的重心錯誤時，不僅容易造成樂器重心偏移而影響音色，甚至連原本上台準 

備好的演奏內容也大打折扣，相信是許多人有過的經驗。 

 

 

雙手持笛雙手持笛雙手持笛雙手持笛？？？？單手持笛單手持笛單手持笛單手持笛？？？？    

在我們持長笛演奏過程中，大家仔細想想應該會發現，左手拿樂器時間與重要性遠遠超過右 

手喔～ 

 

不相信嗎？先讓我們來張「長笛之神」帕胡德（Emmanuel Pahud）    

的帥帥沙龍照～發現了嗎？其實單單左手即可拿好長笛的～ 

 

其實這只是簡單的物理的重量平衡原理：長笛左手持笛的位置，    

本來就接近樂器重量的中心點，因此非常容易取得平衡；而右手 

持笛的位置則幾乎在樂器的右側 1/3 處，重心當然是偏移掉的。 

 

因此如果單用右手持笛，重心非常容易不穩而發生碰撞、掉落等 

危險狀況，建議大家盡量不要這麼做喔~ 

 

 

讓我們再看一張帕胡德的唱片封面：雖然這是跳躍的空中凝結 

靜止動作，但是大家應該已經注意到：雖然帕胡德僅以右手持 

笛，但是非常聰明地抓住長笛的中心點，才能放心地跳躍，讓 

攝影師拍攝這麼帥氣的唱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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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與長笛的接觸點介紹  

I. 左手 

先談左手拿長笛的姿勢，第一步驟請大家想像左手中握住一顆小球，呈現中間空心的形狀 

(圖 1)。第二步驟，左手食指稍微向反方向拉，呈現「勾勾」的形狀(圖 2)。 

      1.                                     2.                               

       

 

 

 

 

 

接著，將長笛確實放置在食指第三關節的突起處（最具有支撐力道，圖 3），然後可以試著 

將長笛放置於此，上下略微感受樂器重量是否確實能被左手掌握住。建議放置於左手食指 

第三指節(圖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不能影響左手食指的靈活度與活動性。 

 

左手食指在長笛演奏上屬於非常重要的一環，如果其靈敏度受到影響，那麼之後會衍生出 

許多不必要的演奏問題，故建議一開始即應排除，後續練習與演奏才不易碰到問題(圖 5)。 

3.                          4.                          5.                 

     

 

 

 

 

雙手與長笛的接觸點介紹:  

II. 右手 

右手唯一的樂器支撐點其實僅有大拇指喔，所以大拇指的位置至關重要。 

步驟一，讓我們先比個「讚」吧！ 

 

 

 

 



 

 

再將右手大拇指放置於長笛笛管下後緣位置，且位於食指下方；接著可以嘗試前後調整重心 

點，直至樂器重心穩定為止。 

 

       

 

重要基本功：三點重心拿好長笛 

 

 

 

如前面阿斌老師所述：許多人其實沒練好拿長笛的基本功，重心還沒拿穩，還不會走就想 

飛，只求快速練習，趕緊吹奏大曲子追求成就感；殊不知練習樂器，就如同人生道路一樣： 

你走了多少錯路，勢必先花同樣時間回到原點，再重新出發！所以這代表著，當我們不慎 

心急秧苗助長時，卻必須花費更多時間來改善已經定型的缺點，因此吹笛人不可不慎啊～ 

 

在拿好左手與右手的重心之後，第三個樂器重心即為「唇  

墊支撐」（Embouchure support）。長笛唇墊（Embouchure） 

顧名思義，為長笛與嘴唇之間的支撐墊、緩衝與施力點。 

 

 

 

 

 

 

 



 

 

當我們確實靠好唇墊，再加上左、右手重心穩定之後，會發現重 

力呈現出「三角平衡」的現象：如同相機最穩固的三腳架、音樂 

人的三腳譜架般穩固、可靠。 

 

 

常見問題 Q&A： 

Q：左手大拇指可以作為重心點嗎？ 

A：不行喔～如果左手大拇指一旦作為樂器的重心點之一，那麼在許多左右手互換的快速指 

法，以及許多 B-C、bB-C、C-#C 等等指法變化時，勢必造成樂器的晃動。進而影響音色與音 

準。 

 

Q：右手小指頭能夠作為重心點嗎？ 

A：不行喔～右手小指頭一旦也作為樂器的重心點之一時，一旦面臨許多右手 D-E 或左右手 

互換例如 C-D 等指法，同樣會造成樂器過度的晃動，一樣影響音色與音準的表現。 

 

附錄：常見持笛錯誤手勢 

1.右手靠在鍵柱上      2. 左手直接抓住長笛       3. 右手小指塌          

 

 

 

 

 

阿斌老師結語：正確的練習方法，絕對會帶來良好的結果～今天介紹的樂器的「三點重心」 

練習方法，如果大家都能仔細注意這些小細節，那麼練習起來一定會「事半功倍」，再也不 

用多走冤枉路喔～ 

林仁斌老師 介紹 

 



 

    

活動資訊活動資訊活動資訊活動資訊::::    

    



 

    

    



 

    

 2015 Yamaha 音樂祭邀請來了眾多的管樂名家一起共襄盛舉，將以木管重奏、  

銅管重奏以及爵士重奏的形式帶給所有觀眾多元的音樂饗宴，這樣難得的音樂會

大家可不要錯過了!!  

音樂祭音樂會時間: 2015/12/20 

                      13:30 木管名家重奏音樂會 

                      16:30 銅管名家重奏音樂會  

                      19:30 魏廣晧爵士重奏音樂會 

     地點: 台泥大樓 士敏廳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3 號 3 樓 

     需持票入場，名額有限，免費索票專線: 02-7741-8803 (周一~周五 9:00~18:00) 

     木管名家重奏: 

         1. 吳志桓 & 輔大薩克斯風四重奏 (趙家緯、程傳忠、鄭毅、謝宜文)  

         2. 樂時光單簧管四重奏 (王威傑、林慶安、陳遵弘、葉琇青) 

         3. 黃金長笛二重奏~真假巴洛克 (林一琦、許鶴齡、大提琴: 萬靜伶) 

         4. 透鳴單簧管重奏團 (高承胤、黃佳羽、楊曼君、章晏肇) 

         5. 節慶長笛樂團 (林仁斌、周欣穎、蔡詩恬、鄭宇泰)  

         6. 蔡佳修&米特薩克斯風重奏團 （陳冠文、陳力鋒、張正諺、李宗澤） 

     銅管名家重奏:  

         1. Klassical Brass (杉木馨、高信譚、黃哲筠、李昆穎、蔡孟昕) 

         2. 藝光法國號重奏團 (陳彥豪、王濟揚、呂佳鴻、陳景暘) 

         3. 興霸起低音銅管四重奏 (李佳燁、林一帆、梁俁明、黃千祐) 

         4. 北市交附管長號四重奏 (梁兆豐、陳威帆、曾書桓、方崇任)  

         5. 愛樂銅管五重奏 (鄧詩屏、何君毅、賴日陞、蔡佳融、陳建勛、凌國周) 

     魏廣晧爵士五重奏: 

         魏廣晧、張坤德、許郁瑛、胡峻詮、陳信介 

     高階限定/特殊款/新款樂器試奏: 

     日本限定小號、Roger Bobo 訂製型號低音號、新款 CSVR 豎笛、薩克斯風無烤漆 

     型號、高階手工金笛等等，等您來電預約試奏…. 

     預約電話: 02-7741-8812  (周一~周五 9:00~18:00) 

    



 

YamahaYamahaYamahaYamaha 長笛俱樂部長笛俱樂部長笛俱樂部長笛俱樂部----招募中招募中招募中招募中!!!!    

      Yamaha 長笛深受全球音樂家們一致好評，從入門到演奏的等級，不但擁有好的音質，更兼具了 

      相當的耐耗性。為提供台灣 Yamaha 長笛使用者完整的樂器及音樂服務，我們發起了「Yamaha  

      Flute Club 長笛俱樂部」，邀請每位擁有 Yamaha 長笛的朋友，與我們共同參與，分享音樂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