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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乐器是中国传统的艺术之一，它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全世界都

有中国古代乐器的爱好者，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国古代乐器在印尼特别是雅加

达发展得很快。为了得到准确的资料，笔者采访了中国古代乐器补习班的老师

以及给雅加达五个地区的市民和中国古代乐器爱好者发问卷。通过采访和问卷

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中国古代乐器在雅加达的发展真的很不错，政

府也开始对中国古代乐器演奏活动提供支持。通过调查也得出了在雅加达最受

到欢迎的乐器首先是古筝，其次二胡、琵琶、最后是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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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中国的乐器历史已源远流长。中国乐器型类很多，如：二胡、古筝、琵

琶、笛子，等等。这些乐器的形状很特别，弹奏方式也不一样。中国古代乐器

的爱好者当然不少，除了中国，还有很多国家喜欢中国古代乐器，如：马来西

亚、新加坡、美国等。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古代乐器几千年前在印尼开始

流传发展，但在 1966 至 1998 年间中国文化被禁止，因此在这几十年的时间

内，中国乐器在印尼几乎没什么发展。21 世纪瓦希德上任后才有了很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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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前在雅加达有几所中国乐器补习班，这些补习班的成就也算不错，有的

乐团还被中国、新加坡政府邀请过。笔者也对中国乐器有很大的兴趣，因此想

对中国乐器在印尼雅加达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与研究。 

1.1  论点 

1. 在雅加达，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情况如何？ 

2. 在雅加达，从笛子、古筝、琵琶和二胡中，最受欢迎的乐器是哪个乐器？ 

1.2  目的 

1. 了解中国古代的乐器在雅加达的发展情况。 

2. 得知在雅加达最受欢迎的中国古代乐器。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为了了解中国古代乐器在雅加达的发展情况，本研究采取了采访法与问卷

法为研究方法。笔者采访了四位雅加达中国乐器补习班的主任，此外还对 10

个雅加达中国古代乐器爱好者，30 个中国乐器补习班学生，以及 125 个分布在

雅加达五个地区的人进行了调查。 

四位雅加达中国乐器补习班的主任分别是自中国福建省的吴章义老师（弘

华音乐学校校长），印尼华人 Lydia 老师（Penta Musik 主任），印尼华人张

子原老师（南风 Nusantara——雅加达著名的中国古代乐器团主任），杨恩妮

老师（Miladomus 音乐补习班主任）。 

 

2.1 理论 

2.1.1 乐器的定义 

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起源于人们对自然和

动物声音的模仿。随着人类的进化，它成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手段，并逐步发展

为一种艺术。古人认为声音是圣洁的，音乐可以洁净人的思想、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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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乐器是可以发出乐音，供演奏音乐使用的器具。人

类制造的任何发声物都可称为乐器，所有乐器都有“特定音色，或发出一种声

音，或某一确定音高的若干声音，或至少是提供材料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发出噪

声”（舍夫纳, A.Schaeffner, 1946）。 

2.1.2 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乐器的历史经过了漫长的道路，它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代表

了那一时代国家的发展情况和人们的生活与思想。通常我们会将中国古代乐器

的发展分为远古时期、先秦时期、秦汉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四个阶段。 

远古时期时，在艰苦落的远古时期，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像野兽一样抢

夺食物，像野兽一样死于自然灾害或是集体争斗。但是人类并不同于动物，他

们有智慧，会思索，他们需要更多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自己丰富的内心感情，动

物只会嚎叫但人类会唱歌，需要聆听，而且还会让石头、泥土、竹子、骨头发

出美妙的声音。就这样，乐器诞生了。 

先秦时期（公元前 1711 年 - 公元前 256 年）是中国乐器发展的第一个高

峰。公元前 8 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虽是战乱时期但春秋战国

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文化大发展的年代。古琴在这时出现，并很快

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独奏乐器。这一时期出土发现的乐器主要有大型编钟、编

磬、笙、竽、琴、筝、瑟、排箫、箜篌、建鼓、悬鼓、有柄鼓、扁鼓、铜鼓

等。这一时期最能够集中反映当时的乐器成就，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出土乐

器，可以说是曾侯乙墓出土乐器。于是在周代时产生了根据制作乐器的不同材

料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为“八音”分类法。这

也是中国古代首次对乐器的分类，对于后世乐器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隋唐时期 （公元前 221 年— 公元 960 年），这是中国乐器发展史的

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不断增加，大量的外国乐器传入中国，弹

奏类乐器得到空前的发展繁荣。唐代则是中国乐器发展的最高峰，出现了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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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秋明所传的《幽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琴谱。晚唐时期音乐家曹柔又创简

字谱，使得古琴音乐得以流传下来。琵琶是唐代最为重要的乐器之一。秦时出

现了一种新型的弹弦乐器—— “百姓弦鼗而鼓之”。弦鼗是一种圆形音箱，

直柄的琵琶，后发展成为汉代四弦十二柱的“汉琵琶”，又称“阮咸”。 

汉代结束后，中国进入到了纷争不断的魏普南北朝时期，战乱的年代反而

是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各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带来了创新的机遇。表

现在乐器方面，就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以及在传入逐渐汉化的乐

器，在当时的音乐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了充满活力和开放精神唐代，

由于人们对外来文化始终抱着新奇和接纳的态度，中国乐器史上的重大变革产

生了。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唐代乐器实物非常少见。 

宋元明清时期（公元 960 年 – 1840 年）这段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弓弦

乐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戏曲和说唱艺术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宫廷音乐逐渐

萧条，取而代之的是民间音乐发展繁荣。宋代文化思想中的复古思想，在宋元

的乐器中有所体现，其中琴、细腰鼓、排箫、笙、龙首苗、悬钟、杖鼓、钟

鼓、悬鼓等乐器组合形式，对于乐器史的研究也是一种参照。明清时期，民间

音乐生活中是“南有弹词，北有鼓词”，而后世的说唱音乐题材，又有很大一

部分是在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根据文献记录，当时的弹词基本上都是用琵

琶伴奏，也有用小鼓、拍板的。 

就这样，历经千年的吸收、创造、淘汰和更新，到了明、清时，中国民间

乐器的队伍基本成熟了。直至今日，很多不同材质、不同音色的传统民乐器，

仍在共同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含蓄温和的特有气质，鸣奏着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中华民族不断开拓奋进的世界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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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中国古代乐器四个乐器的知识 

① 古筝 

  古筝是中国传统弹弦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对史料的研究，古筝流

传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关于筝的名称由来一般认为是因为筝的发音“铮

铮”而得名。古筝的材料是：红木、桐木、兰考泡桐、紫檀、金丝楠木。 

  古筝的外形近似于长箱形，中间部分稍稍凸起，底板呈平面或近似于平

面。在木制箱体的面板上张设筝弦。每条弦下面安置码子，一弦一音，码子可

以左右移动，用来调整音高和音质。筝最早以 25 弦为最多，唐宋时有十三根

弦古筝，后来又增至有十六根、十八弦二十一弦等，目前最常用的规格为二十

一弦。 

  古筝音域宽广，音色清亮悦耳，意蕴绵长，表现力丰富，直接而且外露，

抒情效果强烈，一直深受大众喜爱。 

 

图 2.1. 古筝 

② 琵琶 

 琵琶是拨弦类弦呜乐器，在中国历史上广泛流传，为上至君主下至百姓

所喜爱。琵和琶原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琵是右手向前弹，琶是右手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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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经历代演奏者的改进，至今形制已经趋于统一，成为六相二十四品的四弦

琵琶。琵琶音域广阔、演奏技巧繁多，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演奏时左手各指按

弦于相应品位处，右手戴赛璐珞假指甲拨弦发音。 

琵琶是由头与身构成，头部包括弦槽、线轴、山口，琵琶一般有四根

弦。身部包括相位、品位、音箱、覆等部分。身部呈上狭下阔，底呈半圆，中

空，即音箱；品位粘在用梧桐板制成的“面板”上，四条弦系在下端“覆手”

的四个小孔内，在覆手中央处的面板上，开有一个小孔， 称作“纳音”或

“出音孔”。身部背面，称作“琵琶背”，背的上端与头相接，背的中下部与

面板相粘接， 腹内另有二条横档和几个音柱。琵琶由六个相、二十四个品构

成了音域宽广的十二平均律。其一弦为钢丝，二、三、四丝为钢绳尼龙缠弦。 

 

 
图 2.2.琵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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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笛子 

笛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吹奏乐器之一。1986年5月，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村东新

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掘出16支竖吹骨笛（用鸟禽肢骨制成），根据测定距今

已有8000余年历史。竖吹，音孔由五孔至八孔不等，其中以七音孔笛居多，具

有与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大致相同的音阶，骨笛音孔旁刻有等分符号，

有些音孔旁还加打了小孔，与今天的中国音调完全一致,仍可用其吹奏现在的

民间乐曲《小白菜》。 

  黄帝时期，即距今大约 4000 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着大量竹子，开始选

竹为材料制笛，《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

鸣”，以竹为村料是笛制的一大进步，一者竹比骨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者

竹便于加工。秦汉时期已有了七孔竹笛，并发明了两头笛，蔡邕、荀勖、梁武

帝都曾制作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 

  宋元之后，戏曲盛行，成为戏曲伴奏的必备乐器。在北方，为梆子戏伴奏

的笛子较短，音域较高，这种笛子叫作“梆笛”；在南方，为昆曲伴奏的弟子

较长，音域较低叫作“曲笛”。这种分类一直沿用至今。 

  笛子的表现力十分丰富，可演奏出连音、断音、颤音和滑音等不同技巧；

它既能表现悠长、高亢的旋律，又能演奏辽阔、宽广的情调，同时也可以演奏

出欢快华丽的舞曲和婉转优美的小调。 

              

图 2.3.古代笛子   图 2.4.现代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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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二胡 

二胡是由胡琴发展而来，曾被称为胡琴或南胡。流传之广非其它乐器可

比。音色优美、表现力强，是中国主要的拉弦乐器之一，在独奏、民族器乐合

奏、歌舞和声乐伴奏以及地方戏曲、说唱音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历代禁忌颇多，二胡在清初亦曾遭禁。说的是清嘉庆接位后，尊乾隆

为太上皇，一时朝廷形成二皇共政之局面。于是有关这“二皇”的事物、名目

皆遭忌讳。戏曲唱腔中“二簧”，似有影射“二皇”之嫌，被看作是对嘉庆的

不敬。而二胡上的两根弦——老弦、子弦亦称二（儿）弦，又惹了“二皇”。

更有甚者，若是在演奏二胡的过程断了老弦或者子弦，那简直是要遭杀头的大

祸。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二胡被禁止，一直到晚清各种矛盾激化，朝庭

无暇顾及时，梨园艺人手中方才响起二胡声。 

  现在，二胡已成为流行最广的乐器之一，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穷乡僻野，

处处皆可闻到二胡声。二胡由琴筒、琴皮、琴杆、琴头、琴轴、千斤、琴马、

弓子和琴弦等部分组成，另外还有松香等附属物。 

 

图 2.5二胡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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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筒是二胡的共鸣筒，多用红木、紫檀或乌木制成，也有用花梨木或竹子

做的，七十年代并开始使用低发泡（ABS）材料模压成型。其形状主要为六方

形，长 13 厘米，前口直径（对边）8.8 厘米。有些地区则制成圆形或八方

形。筒腰略细，筒后口敞口或装置开有各种式样花孔的音窗。琴筒起扩大和渲

染琴弦振动的作用。 

  琴筒前口蒙皮，叫琴皮，也叫琴膜，它是二胡发声的重要装置。普及式二

胡为蛇皮，中高档二胡多为蟒皮。蛇皮鳞纹细密，纹路排列规则，并富有韧

性，但质地较薄。音质易受气候、室温等因素的影响。蟒皮鳞纹粗而平整，色

彩对比协调，厚度适宜而有弹性，不易受虫蛀，发育共鸣较好。蟒皮又以肛门

一带地方的最为理想，这个地方的蟒皮适应性广、发音浑厚圆润，并且性能稳

定。新买的二胡无论是蛇皮的还是蟒皮的，发音往往空而带沙，并且把住上下

端的音量悬殊较大。这是琴皮振动还不够协调的缘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拉

奏后，琴皮的振动才有可能逐渐变为常态。 

琴杆也叫“琴柱”，是支撑琴弦、供按弦操作的重要支柱，全长 81 厘

米，直径约为 0.55 寸。顶端为琴头，上部装有两个弦轴，下端插入琴筒。琴

头呈弯脖形，也有雕刻成龙头或其他形状的。衡量一把二胡的发音纯净与否与

琴杆材料的选择有很大关系，通常把红木视为上品，乌木的也不错，其它木材

的就要逊色一等了。选择时除了要仔细辨别琴杆的制作材料外，还要兼顾到质

地紧密，木射线细密而均匀，无节、无疤，无明显裂痕，有一定光亮度等。 

2.1.4 中国古代乐器在雅加达的发展 

几千年前中国古代乐器已经进入了印尼，那时候有很多中国商人和海员来

到雅加达，其中包括郑和，那时很多中国产品进入印尼，但那个时候中国古代

乐器并不太发展，因为印尼当地民众对此还没有兴趣。那时中国古代乐器在其

他东南亚国家开始发展但我们在印尼尤其是雅加达因为 32 年新秩序的时代的

政府不让人民学中国文化所以中国古代乐器也被人民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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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印尼改革之后瓦希德上任后，中华文化被解冻了，民间社会骤

然间兴起了建立社团的浪潮，文化团体也不例外。十几年间，华校重建，华文

电视台和华文报纸的相关华文传媒复兴，商店挂上汉字招牌，民间各种中华传

统文化活动重新活跃了起来，而且印尼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呈现温和现象，政治

稳定，这个给文化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 

公元 2000 年初中国古代乐器的补习班还不多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古代

乐器还没受到欢迎。2004 年中国古代乐器补习班才开始成立，那时 Panda 

Music （现在是 Miladomus）一开始只有大概 20 个学生，每年到至今有了 100

多个学生。2007 年弘华音乐学校和南风 Nusantara 才成立。从一开始到今

日，每年来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 

 

3、研究结果 

笔者为了了解中国古代乐器在雅加达的发展情况和调查最受到欢迎的中国

古代乐器，对获取的材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如下： 

1) 给爱好者和中国古代乐器补习班的学生的问题： 

问题 1. 在下面的四种乐器中，您现在正在学哪一种中国古代乐器？ 

表 3.1.研究对象正学习的中国古代乐器 

 

  从调查结果可知有 42.5%人学古筝，17.5%人学琵琶，25%人学二胡,最后

15%人学笛子。这表明最受到欢迎的中国古代乐器是古筝，最不太受欢迎是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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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笔者发现在音乐补习班学古筝的人比较多，一般是因为觉得学弹古筝不太

难，因此，最受欢迎的是古筝。 

问题 2. 您学中国古代乐器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表 3.2.研究对象学中国古代乐器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有 70%的研究对象学中国古代乐器的原因是因为爱好，

27.5%的研究对象是因为父母要求, 2.5%的研究对象是对中国古代乐器很感兴

趣。 

问题 3. 您知道和了解中国古代乐器的历史吗？ 

表 3.3.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乐器历史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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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是理解中国古代乐器是来自中国，了解表明研究对象能够解释中国古

代乐器的历史。从调查结果笔者获知有 57.5%的人不知道、不了解中国古代乐

器的历史,有 37.5%的人知道但不太了解，占 5%的人知道也很了解中国古代乐

器的历史。 

问题 4. 您是通过什么途径来知道关于中国古代乐器的信息？ 

表 3.4.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乐器的信息资源 

 

从调查结果可得知爱好者和补习班的学生们有 35%人因为受到家庭环境的

影响，27.5%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2.5%是从学校知识，32.5%从电子、新闻媒

体和其它 2.5%是从中国电影而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 

问题 5. 您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材料吗？ 

表 3.5.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乐器的材料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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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表明了很多爱好者和学生们对中国古代乐器的材料不太熟悉，占

42.5%的人不知道也不了解、50%的研究对象知道但不太了解，而只有 7.5%的人

知道也很了解关于中国古代乐器的材料。 

 

问题 6.您什么时候才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 

表 3.6.研究对象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时间 

 

  这个问题与第四题有关，如有选初中之前有可能是研究对象知道中国古代

乐器是从家庭环境。初中、高中、上大学和工作之后才知道的有可能是受了社

会环境、学校知识、电子、新闻媒体或者其他的影响而知道了中国古代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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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您从什么时候（年份）知道中国古代乐器？ 

表 3.7.研究对象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年代 

从调查结果笔者获知有 7.5%人在改革之前(2000 年之前)知道了中国古代乐

器，其他 92.5%改革之后才知道中国古代乐器。 

 

问题 8.您知道中国古代乐器之后就马上要学吗？ 

表 3.8.研究对象知道中国古代乐器之后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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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显示没有研究对象知道中国古代乐器后没有兴趣去学，60%的人

虽然不马上学但会有一点兴趣，而 40%的人知道了之后就马上去学。 

 

问题 9.您认为这样的艺术有必要保留下去吗？ 

表 3.9.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乐器是否有必要保留下去的见解 

0% 5%

95%

没必要

无所谓

当然有必要保留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的人都觉得中国古代乐器很有必要保留下去，原因是因

为觉得这种艺术是中国文化，宝贵的文化肯定要保留下去为了后代还能了解中

国的古代乐器。 

 

问题 10. 您以后会把您学过的中国古代乐器流传下去吗？ 

表 3.10.愿意亲自保留中国古代乐器的结果 

0

25%

75%

不会

不清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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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调查结果笔者获知有 25%的研究对象还不清楚要不要保留中国古代乐

器，原因是因为研究对象还不知道以后要不要继续；75%的人决定要保留是因

为他们希望后代可以知道和了解中国古代乐器。 

 

问题 11. 您要用什么办法来保留中国古代乐器？ 

表 3.6.研究对象保留中国古代乐器的办法 

 

  从调查结果笔者获知爱好者和学生们保留中国古代乐器的方法，25%的人

愿意送孩子到补习班学弹乐器，35%的研究对象为了保留中国古代乐器愿意亲

自去教孩子弹乐器，而其他 40%的人就会举办演奏会给民众介绍中国古代乐器

所以雅加达市民可以认识中国古代乐器，就这样中国古代乐器不会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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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雅加达五个地区的问卷题： 

问题 1.您知道中国古代乐器吗？ 

表 3.7.雅加达五个地区民众是否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统计结果 

 

表 3.13. 雅加达市民对是否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统计结果

 

  从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68%的雅加达的民众都知道中国古代乐

器，雅加达的北部人都知道中国古代乐器，这是因为雅加达印尼华人大多数是

在雅加达北部住的；最少是在雅加达南部。 



中国古代乐器在雅加达的发展情况(以笛子、古筝、二胡和琵琶为案例)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Vol: 5, No. 1, Maret 2014 Page 54 
 

问题 2.您有兴趣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古代乐器吗？ 

表 3.8.雅加达五个地区的市民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乐器的统计 

 

表 3.9. 雅加达的民众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乐器的统计 

 

  从两个调查结果表明现代的 92%的雅加达市民对中国古代乐器有了很大的

兴趣，只有 8%的人没有兴趣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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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从下面的四种乐器您所知道的中国古代乐器是哪一个？ 

表 3.10.在雅加达五个地区最受到欢迎的乐器 

 

表 3.11在雅加达最受到欢迎的乐器 

 

  上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雅加达最受到欢迎的乐器是古筝，在每个地区古筝

都占最高的比例，接着二胡、琵琶，最后是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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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关于中国古代乐器，您是怎么知道的？ 

表 3.12.雅加达五个地区民众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途径 

 

表 3.13. 雅加达市民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途径 

 

  从上面的调查结果笔者获知原来电子、新闻媒体对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带

来了很大的影响。占 54.4%的人是从电子、新闻媒体得知有关中国传统乐器的

信息，11.2%的人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知道中国古代乐器，占 2.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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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而知道中国古代乐器，占 5.6%的人是从学校知识，

还有其他的是占了 26.4%。 

 

问题 5.您弹奏过上面四种中国古代乐器吗？ 

表 3.20.雅加达五个地区，对民众弹奏中国古代乐器的统计结果 

 

表 3.14. 对雅加达的民众是否知道中国古代乐器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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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有了很多人认识中国古代乐器但弹奏过中国乐

器还是很少。 

 

问题 6.您有没有兴趣弹奏这四种中国古代乐器？ 

表 3.15.对雅加达五个地区民众弹奏中国古代乐器的兴趣统计结果 

 

表 3.16. 对雅加达市民弹奏中国古代乐器的兴趣统计结果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笔者获知雅加达的民众对弹奏中国古代乐器感兴趣的人

占 60.8%，可以说明雅加达市民对中国古代乐器有很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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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您看过中国古代乐器的演奏吗？ 

表 3.17.对雅加达五个地区民众是否看过中国古代乐器的演奏统计结果 

 

表 3.18. 对雅加达市民是否看过中国古代乐器的演奏统计结果 

 

  上述的调查结果显示 60%的雅加达市民看过了中国古代乐器演奏，调查里

面说明他们在电视、购物商场、中国音乐会和在国外看过中国古代乐器的演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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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 您认为这样的艺术有必要保留下去吗？ 

表 3.19. 雅加达市民对中国古代乐器是否有必要保留下去的见解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雅加达的民众都认为中国古代乐器肯定要保留下去，因

为有的人觉得为了让后代也可以了解这种艺术，所以这种文化一定要保留下

去。 

 

问题 9.您以后会把中国古代乐器传播下去吗？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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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对雅加达五个地区的市民是否会传播中国古代乐器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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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对雅加达市民是否会传播中国古代乐器的统计结果 

 

  虽然从第八题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家都认为中国古代乐器要保留下去，但遗

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雅加达市民要保亲自留下这个艺术，原因是有的觉得自

己不是华人所以没必要保留外国的文化、有的对中国古代乐器不感兴趣所以不

愿意亲自保留下去，有的说中国古代乐器太贵所以不要保留下去，但愿意亲自

保留的民众说明是为了要他们的后代能认识中国古代乐器、也有的说是因为觉

得他们是印尼华人所以当然有必要把中国古代乐器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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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您会用什么办法来保留中国古代乐器 ？ 

表 3.22.雅加达五个地区的市民保留中国古代乐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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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 雅加达市民保留中国古代乐器的办法 

  要保留中国古代艺术有很多方法，从调查结果笔者获知 52.8%的雅加达市

民为了保留中国古代乐器愿意增长知识然后给其他不认识的民众介绍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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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有 44.8%的民众要带孩子到中国古代乐器的补习班学弹乐器，接着 2.4%

的人看中国音乐演奏的方法来保留中国古代艺术。 

 

4、总结 

根据调查研究，关于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笔者总结如下： 

1) 改革之前认识中国古代乐器的人并不多，发展得也不太好，因为那时被政

府禁止，不只是中国古代乐器，所有跟中国有关的事都被严格禁止，但改

革之后已被解冻了，从那时中国古代乐器开始发展起来，但最明显的第一

步是从 2004年开始，开设了几家中国古代乐器的补习班。 

2) 古筝、琵琶、笛子和二胡是雅加达最受欢迎的四个中国古代乐器的种类，

笔者调查之后得知从四个中国古代乐器最受到欢迎是古筝接着二胡、琵琶

和笛子。 

3) 很少中国古代乐器的爱好者和补习班的学生知道并了解关于中国古代乐器

的材料、历史知识。 

4) 100%的雅加达市民认为中国古代乐器都要保留下去，但遗憾的是不都是愿

意保留中国古代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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