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麟事群

耳机的典范
,

其 余元的价格更

让人心动
。

有几款监听耳机

比较适合鼓手录音用
,

其音色对鼓

的低频做了一定的修饰
。

我建议音乐工作室都应拥有

两套监听系统
,

即监听音箱和监听

耳机各一套
,

在录音和后期混音时

可以进行对比参考监听
。

‘二少听昔环境篇
即使你拥有最好的监听设备

,

如果你的工作室听音环境不理想
,

那也发挥不出设备的最佳效果
。

从

整体来说分为音箱摆位摆放和室内

建筑声场设置两方面
。

不要认为一

对音箱买回来
,

随便一放就行了
,

这样往往是不科学的
。

不要轻视摆

放的重要性
,

这里有大学问
。

首先
,

如果音箱放在墙角
,

有时可把低音

的某些频率提升 一 ,

射

到墙上的低音波很强
,

低音不 自然

地加重
。

如果音箱的后部有倒相管
,

就应该和后墙有一定距离
,

更不能

直接靠墙摆放
,

不然
,

从倒相管中发

出的低音射到后墙再反射回来对低

音的某些频率产生干涉
,

产生失真
。

音箱放置的高度应该使音箱

中的高音扬声器的中轴线与聆听者

的耳朵在同一水平线上
,

以使高音

重放收到最佳效果
,

这是由于中高

音成分传播时方向极强
,

不产生绕

射
。

低音扬声器与地面
、

桌面的距

离也十分考究
,

它直接影响到低音

的厚度与质感
。

由于音乐工作室的

监听音箱一般都是小型书架箱
,

落

地箱极少
,

所以只要摆放得与耳朵

平齐就可以了
。

音箱上不要放艺术

品
,

音箱周 围不要放置其它物件如

钟表
、

瓷花瓶等
,

防止共鸣使室内

音质受到污染
。

音箱的避震也得考虑
,

不要

以为一点点的振动不会给声音造成

多大污染
。

你把音箱平放在桌面上
,

低音扬声器发声的振动通过金属盆

架传导给箱体
,

而箱体又与桌面大

面积接触
,

如果桌面是一个空腔
,

这就形成了一个共鸣箱
,

好家伙
,

原来我们也可以轻松制造
“

大提琴
”

了
。

这样的共鸣和音箱的声音混在

一起
,

你的低频不重才怪呢
。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

我们可

用软橡胶垫来减振
,

最好能加上几

个钉脚
,

钉尖朝下
,

让音箱与桌面

的接触面积只是这么几个点
,

就能

有效地防止共振
。

而且还会令分析

力和聚焦结像力得到改善
。

如果买

不到现成的金属钉脚
,

可以用鼓形

的象棋子来垫放音箱
,

能起到同样

的效果
,

而用胶带固定 一 枚 元

面值的硬币
,

来垫放音箱通常会有

出其不意的效果
。

音箱好摆
,

室 内的声场可就

难控制了
,

当然
,

我们的制作室不

是录音室
,

但也不能马虎
,

不然会

影响监听音箱的重放
。

一般要求室

内声场应均匀扩散
,

同时避免出现

回声
、

颤动回声
、

声聚焦
、

声影区

以及房间声染声等
。

回声大家都知

道是怎样产生的
,

我估计国内的音

乐工作室还产生不了回声
,

平米

的房间应该很大了
,

我的工作室连

平米都不到
,

回声这辈子与我无

缘
。

声聚焦对音质的破坏比较大
,

也是最容易产生的
。

声聚焦是怎样

产生的呢 凹面对声波形成集中反

射
,

使反射声聚焦于一点或某个区

域
,

造成声音在该区域特别响的现

象
。

声聚焦会使室内声压不均匀
,

造成严重的声染色
,

破坏音质
。

声

染色可以说最容易出现
,

对于容积

小的房间
,

由于频率在低频端分布

不够密集连续
,

因此在低频段易产

生
“

房间共振
”

的声染色现象
。

回声
、

颤动 回声
、

声影区一

般在大厅中容易发生
,

声染色主要

容易在小房间产生
,

应对小房间进

行吸音处理
。

总结 只有器材和 室内听音

环境都过关
,

才能说拥有良好的监

听系统
。

监听可以说是音乐制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
,

不可轻视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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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接着又大指托劈等几种手法
。

二
、

自身独特的演奏技法
。

曹派筝曲中的几种特殊指法是

颤音
。

有大颤和小颤两种
。

①大颤
。

是以大臂的力量贯人指尖
,

上下快速按弦
。

特点 颤动幅度大
,

力度强
,

速度慢
,

用 以

表现激化某种因素或扩大人物的激烈情感
。

②小颤
。

是以小臂的力量贯入指尖
,

上下快速按弦
。

颤的幅度小
,

速度密
,

音波短
、

细
、

密
、

匀
,

用以刻划人物内心情感的细微变化
,

思想矛盾
,

或表现人物内心苦楚震颤
,

极度悲伤的情绪
。

小颤还

有装饰音
,

它也能体现河南音乐的韵味
、

特色
。

摇指
。

有大指摇和游摇两种
。

①大指摇
。

是以无名指扎桩
,

以腕部带动大指连续快速托臂
,

摇时开始较密
,

落于最后的臂托较

疏
。

要摇得均匀
、

持久
、

结实
、

强劲
、

饱满
、

清脆动听
,

如珠落玉盘
。

同时要强弱分明
,

强如暴风骤

雨
,

能打动人心 , 弱如涓涓流水
,

似有似无
。

再加上左手的大颤
、

揉
、

滑等技法
,

它能表现河南筝曲

音色丰富
,

感染力强的特色和增强乐曲的起伏变化
。

特点 音头重
、

密度大
、

颗粒性强
、

铿锵有力
。

②游摇
。

游摇较大指摇稀疏
,

根据感情需要
,

弹奏时可从离筝柱近处逐渐移向前梁处
,

反之亦然
。

音色由朦胧渐变明亮
,

或由明亮渐变弱暗
,

力度由弱渐强渐弱
,

左手按弦时边揉边滑
。

滑音的音程为

下行小三度
。

游摇是一种组合指法的综合运用
,

它的音色浓郁
,

富于变化
,

表现乐曲的感情淋漓尽致
,

具有强烈的悲剧效果
。

这种指法是我父亲独创
,

是他专为弹奏悲哀旋律而设计的
。

倒剔正打
。

就是大指
、

中指同时向外弹出
,

中指再勾回来
。

它能加强音量
,

丰富音色
。

揉弹间奏
。

它是充分利用弦的余音而产生的一种特有效果
,

使乐曲的韵味更为浓郁
。

右手弹奏

后
,

左手揉弦两次
,

后半拍时中指勾弦一次
,

与揉弦相交错
。

拂弦
。

有上拂和下拂
,

从低音向高音大指连续劈指上行为上拂 反之
,

从高音向低音大指连续

托指下行为下拂
。

弹奏时呈弧线状
,

音与音之间既连贯又清晰
,

并有音色和力度的变化
。

滑音
。

即左手按在弦上滑动
,

上滑
、

下滑
、

揉滑
、

颤滑
,

并在音量强弱上略有不同
,

它能有力

抒发感情
,

突出河南地方风格
。

摇中有滑
,

滑中带揉
,

揉中有颤
,

颤中带滑
,

多方巧妙结合
,

给人以音乐艺术独特的美感
。

,

韵味主要出自左手
,

故讲究左手的运用
。

左手揉
、

颤
、

滑
、

按
,

轻
、

重
、

缓
、

急
,

都注意音
、

韵
、

情
、

味
。

要达到音正
、

韵圆
、

情切
、

味浓
。

曹派筝曲演奏中还有其它惯用的特点
。

如用 音按变成 音
,

能增加美感
。

音按变成 。音
,

也是如此
。

能充分利用上滑音
、

按音加滑音
,

听起来婉转动听
,

突出了筝的特点
。

再如一拍子 个音

符
,

剔加托劈
,

连续弹奏
,

一气呵成
,

表现山水急促流动
,

突出了河南曹派筝的技巧
。

河南曹派弹筝诗两首

名乡旨 七衣主四考旨 吸
,

句招别翎卜李乏 手弦
。

名刁对七布主召卜月电 弓
,

倒别 』已幻 吸本乏冲公 。

乏两殊口 之七弓卜 毛另 介乡 , 兔生攀生冬 , 城自 牌兔蕊扮 。 肩占健卜习之手诸璐主卜润
, , 口悦 」旨习娜 田主分二气电七 。

三
、

具有与乐曲内容完美结合的独特音色
。

我们认为
,

曹派每个筝曲的音色都是据此设计
。

这方

面也举几例

顾名思义
,

《闹元宵 》乐 曲
,

当然是突出一个
“

闹
”

字
。

乐曲一开始
,

就突出了曹派筝的特点

上拂
、

连续托劈
,

接着是大指密摇
,

展现出元宵佳节的热闹场面
。

上滑
、

下滑
、

揉音多变的技巧
,

表

现出此曲优美动听的曲调
。

中间还加人锣鼓声
,

右手勾
、

托
、

抹
、

剔
,

左手模仿锣鼓声音
,

更增加此



曲的热闹气氛
。

此曲旋律跳跃
,

音色多变
,

情景交融
,

地方色彩浓郁
。

缨

《打雁 》一曲
,

原来打雁的枪声只是手指在弦上击一下
。

后我父亲将音色改为中指连剔数弦
,

强

化了枪声的音色效果
。

在表现受伤孤雁的哀鸣时
,

原来只有颤音
。

后我父亲在 音上边按
、

边滑
,

再

加小颤
,

将 音滑向 音
,

这样使孤雁受伤后的惨叫更加凄楚感人
。

再者
,

曹派筝艺特别注重音色的柔美
。

大家知道
,

音色美是各种音乐必备条件
,

这是最重要的
。

父亲和我弹筝都是用 的钢丝弦
。

戴的义甲
,

是用金属材料制成
。

按照个人手指
,

自己加工
。

这样
,

弹

奏起来
,

正如上面说的
,

其声音清脆
、

明亮
、

灵秀
、

铿锵
、

震撼
,

穿透力强
,

便于充分表现颤音的作

用
。

四
、

有完整的
、

独特的
、

自成体系的变奏
、

发展
、

加花等旋律的筝曲
。

我父在解放前上过师范
,

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

特别是他酷爱祖国的民族艺术
,

把一生的精力都贡献于此
。

兢兢业业
,

呕心沥血
。

他创作
、

改编
、

加工的筝曲有近百首
,

自成体系
。

不久前
,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

我国 民乐 年
” ,

第

一个曲子就是介绍
、

演奏我父亲创作的 《闹元宵 》
。

年
,

此曲还在中央电视台
“

百年经典
”

中播

映
。

在挖掘整理河南省南阳一带的板头曲方面
,

我父亲根据老艺人口 传下来的简单旋律及残缺不全的

工尺谱
,

认真甄别
、

译谱
、

补充
、

定谱
,

同时对许多曲子发展
、

变奏
、

加花
,

丰富内容
。

经反复试奏
,

推敲修改
,

终使一大批板头曲脱颖而出
,

成为结构完整
、

形式统一
、

意境优美
、

旋律动听
,

且乐谱
、

指法标记准确的器乐独奏曲
。

《曲牌联奏 》是以河南曲剧 中旋律优美的曲牌 《慢垛 》
、

《阳调 》
、

《剪剪花 》
、

《莲花落 》为素材
,

配合曹派筝演奏的
“

密摇
” 、 “

揉音
” 、 “

滑音
”

技巧
,

使数首短小精炼的曲牌巧妙地融为一体
,

地方色

彩浓郁
。

五
、

曹派筝曲的演奏富于歌唱性
。

我们河南是个戏曲大省
,

戏剧曲艺有几十种之多
。

尤其上面说

过
,

我父亲酷爱祖国的民族艺术
,

为弘扬民族艺术献出了他一生的心血
。

他精通多种乐器
,

不仅精于

古筝
,

还擅长琵琶
、

三弦
、

软弓京胡
、

坠胡
、

扬琴
、

笛
、

箫的演奏
。

其中他对古筝
、

琵琶
、

三弦这三

种乐器最精通
。

年
,

他为中央音乐学院录音时
,

曾分别用古筝
、

琵琶
、

三弦
、

软弓京胡独奏
,

并

与他人合奏
,

共录音板头曲 多首
。

早在上世纪 年代
,

在河南南阳一带
,

我父亲就有
“

琴弦王
”

的

美称
。

我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

不但对多种乐器弹得好
,

尤其是南阳大调曲子 河南地方曲艺的一种

唱得好
,

又有
“

曲子状元
”

的美誉
。

他气发丹田
、

唱功丰厚
、

嗓音宽亮
、

吐字讲究
,

字
、

声
、

情
、

腔

的功底扎实
,

声情并茂
、

中州风韵浓郁
,

给人以美的享受
。

特别是他在生角演唱方面
,

功绩卓著
。

他

擅唱许多高深的大调曲子
,

技功全面
、

戏路宽广
,

尤以唱硬曲词著称
。

《三国 》
、

《红楼 》
、

《水浒 》
、

《西厢 》
,

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

因我父亲有着极为扎实的演唱功底
,

又精于多种乐器的演奏
,

所以
,

他

在创作
、

改编
、

加工筝曲中
,

能够从这些姊妹艺术里不断吸取精华
,

借鉴和融化于古筝演奏之中
,

富

于歌唱性
。

琴弦在他的手下
,

宛如一曲动人的歌
。

他的演奏
,

左右手运用 自如
,

灵活而富于弹性
,

就

像是琴弦在歌唱
,

旋律极为流畅
。

古人云
“

生活影响戏曲
,

戏曲影响音乐
。 ”

显然
,

我父亲上述的做法
,

与此不无关系
。

六
、

自弹自唱
。

由于我父亲对河南戏曲
、

音乐知识丰富
,

功底深厚
,

弹唱俱佳
,

因此
,

他 自弹 自唱起

来
,

特别得心应手
。

他认为民间传统艺术
,

必须弹唱结合
,

手下有功夫
,

唱中有味道
,

心灵手巧
,

融

会贯通
。

他最爱 自弹 自唱的大调曲子
,

多是忠孝节义方面的内容
。

如 《醉打山门 》
、

《闯王遗恨 》
、

《满

江红 》
、

《古城会 》
、

《活捉张文远 》
、

《赶春桃 》《赶五娘 》
、

《安安送米 》
、

《五元哭墓 》
、

《莺莺降香 》等
。

我虽是曹派古筝艺术创始人曹东扶之女
,

但因文化关系
,

很难对曹派筝艺做出全面
、

准确的介绍
。

恳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

以便今后不断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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