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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筝形制与结构的友展

古筝是 中华 民族一种古老的 民族弹拨乐器
,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当 中
,

历来 以清越高洁的优美音色
、

古朴典雅的东方神韵而源远流长
,

广泛传播
。

而它 的形制 构造
,

也经历 了 不断的变革和 漫 长 的发展过程
,

逐步满足丰富

的演奏技巧和不 同类型作品 的需要
,

使古筝艺术 日益焕发新的活力
。

筝在古代 为何得 以盛行于各个朝 代
,

原 因是多 方面的
。

中国儒 家思想

重礼仪
,

制礼作乐是历代统治阶级必备的政治措施
,

因而筝作为一种乐器
,

也随着礼乐一直相 传
。

儒家思想的祖师爷孔子认为音乐可 以对社会产生教

化作用
,

历代儒家思想家也都认为
“

诗书序其志
,

礼乐纯其美
” 。

另 一方面筝作为一种 乐器
,

它 的外形
、

内理在很多 方面符合 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
。

中国历代 的统治阶级注重宗法制度
,

而筝被称为一种
“

仁智 之

器
”

来看待
。

晋
,

傅玄 《筝赋 》 中写到
“

设之则 四 象存
,

鼓之则 王音发
,

体合法度
,

节究哀乐
,

此乃仁智 之器也
。 ”

这些对筝的制作和 发展也起到 了

重要 的促进作用
,

关于古筝的变革
,

曾经有一些文章论述过
,

本文将从 以

下几个方面对古筝 的形制结构及制作方法加 以简单的 阐述
。

文卢向晨

一
、

形制构造的形成
正如筝的起源众说纷纭

、

尚有待探求一样
,

筝最早 的形制 也是专 家学

者 尚无定论 的 问题之一
。

古时 的筝并不像后世 的筝样
,

可 能是个棒状 的东

西
,

或是将圆竹筒对剖为两半 的形状
。

可见初始的筝是很简 陋 的
。

魏晋南

北朝 时代筝的形制 则基本和后世的一样 了
。

傅玄 《筝赋序 》 中说
“

今观其

器
,

上崇似夭
,

下平似地
,

中室准六合 弦柱十二
,

拟十二月
。 ”

这时的筝
,

基本上音箱形状是面板为 圆
、

背板为平
,

和后世的 已 经很相近了
。

从古筝

的历史来看
,

形制 的变革进展是极其缓慢的
。

在其发展过程 中
,

经历了 弦

数的不断增加
、

使其音域也随之不断加宽
。

最初 的五弦筝

最早 出现 的筝应该是在春秋战 国 时代
,

它 的 形制 到底如何
,

因为没有

详细 的资料记载
,

只 能从有限的文字材料 中加 以综合分析
。

《风俗志
·

声音

篇 》中说
“

筝
,

谨按礼
、

乐记
,

五弦
,

筑身也
。 ”

可 以看 出
,

当时的筝是

五弦
,

形似筑
。

李斯在 《谏逐客书 》 中说
“

夫击瓮
、

扣 击
、

弹筝
、

搏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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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是 流 传于 民 间
,

不被上层 社

会所接受
,

未能登上大雅之堂
。

汉晋至唐宋的十二
、

十三弦筝

从汉晋 到 唐宋 的 多 年

间
,

仅 由十二弦增加 到 十三弦
。

魏
·

阮 《筝赋 》 中说
“

筝
,

身

长六尺
,

应律数也
。

弦有十二
,

四 时度也
,

柱 高 三 寸
,

具 之 才

也
。 ”

此时的筝
,

已增加 到 十二

弦
。

盛唐时期流行 的 十三弦筝
,

是在 十 二 弦筝 的 基础上进行 了

改进
。

在唐宋两代
,

十二弦筝
、

十 三 弦筝是 同 时 并存 的
,

但有

雅乐 和俗 乐 之分
。

十 二弦为 雅

乐
,

用 于宫廷 十三弦为俗乐
,

用 于 民 间
。

宋 陈 肠 《乐 书
·

宋

史
·

乐志 》记载
“

本朝用十三弦

筝
,

然非雅部乐也
。 ”

说明了这一

点
,

十三弦筝在元代以后衰落了
。

元 明 清三 代 的 十 四 弦
、

十五

弦筝

当时
,

十二弦
、

十三弦筝和

十 四 弦
、

十五 弦 筝还是 同 时 并

存 的
。

明朱载 靖 在 《明郑世子

谍获彝橄
篡几昆麒蕴蘸

登瘾镶至弩或幸冲 描写瑶

式转调筝的设讯 奉蘸鬓瓢羹
古老 的传统乐器越来越

音乐 的需要

的 民族乐器

,

成为丹奎件

筝在初始阮映雏
一

礴甫翼潍
从形制上相互 比附

,

在演奏技簇童豢毒

和形态上相互借鉴
,

在发展过秘
中逐渐扬弃

,

终于形成 了 自己的

特色
。

而正是在演变过程 中
,

由

于在不同 的地域及与不 同乐器相

互 比附等原 因
,

使得其形制逐步

产生变化
,

这是筝在发展过程中

的一种必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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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月构造的一个概括
。

而现代古

有用

木制

头 的

的 筝

以下

熬糕输

傅誉鲍噢奥彝谭熟婆燕竺填并

娜珊瞥罗

孰⋯⋯
很浪费材料

,

另 外从木材特性的

角度讲
,

不是很科学
,

选择材料

的余地较小
,

不能使材料传声速

度最优质 的部分得 到 充分利 用
,

戴⋯⋯
淤雾赡赘怜 这种制 作方法工艺

攀臀亨戴
材料

,

容易加工生产
,

是 比较常

见的制作方法
。

拼板结构

即可 以按照 木材 的特性
,

选

择纹理相近
、

材质相 同
、

性能 良

好 的 桐 木拼 成 接 近要 求 的 弧度

一般是三拼或 四拼
,

粘合后
,

按声学振动 原理进行设计挖制
。

这种做法的琴
,

弧度适中
,

厚度

分布均匀
,

工艺复杂
,

要求严格
,

只 是 因为材料要有一定 的厚度
,

所 以浪费材料
。

但这种制作结构

在选材上和材料搭配上更合理一

些
,

选择的余地 比较大
,

可 以把

木材最优质的部分组合在一起
,

制 成音板
,

这样更有 利 于振动
,

使琴 的 谐 振更 为 丰 富
、

音 色 饱

满
、

优美
,

在北方 比较流行
。

上述几种作法的筝
,

在结构

上各有特点
。

除此之外
,

在古筝

发展进程中
,

还出现了各种形制

的筝
,

如转调筝
、

蝶式筝
、

电声

筝及便携式 自带琴架筝等
,

品种

越来越多
,

工艺也更完美
。

但任

何新生事物都需要时间 的验证和

实践的检验
,

既要保持古筝 固有

的特征
,

又不能失去最本质的东

西
,

同时又要适应现代音乐的需

要
,

这也为筝的制作者们提出了

一个新的课题
。

总之
,

筝的弦数
、

外形
、

制作

工艺及演奏方法的变革与发展
,

促

进了筝乐 曲的创作
,

加强了筝的艺

术表现力
,

使它能更适应演奏多种

记法的现代音乐的需要 而新的

乐 曲的创作又对乐器改革和演奏

技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

这种互动

式的发展更加促进了 乐器制造的

繁荣
。

随着音乐事业突飞猛进地

发展
,

特别是与国际音乐界艺术交

流的 日益频繁
,

古筝作为一种古老

的民族乐器必将伴随时代的音符
,

奏响最灿烂的乐章
,

以浓郁的中华

民族音乐文化特色融汇于世界音

乐的海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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