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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是从拨弦的用力方 向这个角度来研究古筝音色的变化及其规律
,

它从感性的听觉和理性的力学
、

声

学原理两个方 面去论述拨弦的用 力方 向对音色所产生的 变化规律和原 因
,

分析了拨弦 用力方 向在古筝演奏中的 实际

应用情况
,

这对于技巧 的掌握和表演手法的运用起到 了一定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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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古筝演奏者都希望能演奏出

美妙
、

动听的音乐
,

这音乐不仅要有美

的旋律
、

节奏
,

还要有美的音色
,

因此
,

音色是音乐表演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
。

音色亦称音质
、

音品
,

是发声体在

振动时
,

由于声波的波形及泛音数量
、

结构
,

相对强度不同而形成的音的一种

特质
,

这种特质虽是 由发音体的性质

即质地
、

结构
、

材料
、

形状及泛音的多

少等因素决定的
,

但演奏方法也有一定

的参与功能
,

起到一定的调色作用
。

如

在器乐演奏中
“

声音愈响
,

泛音愈响
” ,

因而在基音的力度变化上又加上不同

程度的不谐和或丰满
,

形成了音色的变

化
。

同样
,

古筝的演奏方法也使古筝的

音色千变万化
、

丰富多彩
。

影响古筝音

色的演奏因素很多
,

如拨弦的速度
、

力

度
、

角度
,

弹片触弦的深浅与位置等

等
。

那么拨弦的用力方向对古筝音色

有何影响 如何运用这些音色的变化

去丰富古筝的演奏技巧 和 表现 手法

呢 是值得我们去深人研究的问题
。

本文谨就拨弦的用力方向对古筝

音色的影响及演奏中的实际应用进行

探讨
。

而对影响古筝音色的其它演奏

因素暂不列为此文的讨论范围
。

一
、

拨弦用力方向对古筝音色的影

。向
。

拨弦用力方 向对古筝音色有没有

影响 那么
,

它的影响是什么 为什么会

产生这些变化 我们可以从感性和理性

两个方面去认识它
。

感性的听觉认识

声音中的音色要素是通过听觉为

人们所接收
,

再由大脑进行分析综合活

动
,

产生对音色的直觉判断和感性认

识
。

我们在一架古筝的同一根琴弦的同

一个触弦点上
,

用同样的力度和速度
,

用同一指法和同样的触弦深度
,

在三维

空间中用不同的用力方 向去拨动琴弦

后面本文所涉及到的力都是在这一条

件下的力
,

我们可以发现在垂直于琴

板的平面上向下拨弦时 见图一
,

我们

听到的是坚实
、

刚强
、

前后声音统一的

古筝音色
,

但音质稍扁
、

音量不大
。

随着

用力方向由垂直于琴板方向向平行于

琴板方向的移动
,

古筝音色也由坚实变

得明亮有厚度
,

有弹性
,

音质由稍扁变

得圆润饱满
。

用力方向继续往下变化
,

至垂直于琴板方向向上拨弦
,

我们听到

的古筝音色由明亮转化为飘逸
,

由厚实

变为空洞
,

而且声音前后音色有一定的

差别
。

当在平行于琴板的平面上 见图

二
,

用力方向垂直于琴弦时
,

听到是圆

润饱满的古筝音色
,

当用力方向由垂直

于琴弦向平行于琴弦的方向变化时
,

音

色越来越单薄
、

尖锐
、

杂音多
、

音量小并

且感到拨弦困难
。

理性的思维认识

为什么古筝的拨弦方向的改变会

对其音色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别
,

我们得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研究它
,

用物理的声

学
、

力学原理去解释它
。

从古筝的构造和振动形式来分

析音色变化的原因
。

古筝属于弦鸣乐

器
,

是一个庞大的共鸣箱构成的发音

体
,

它由面板
、

底板
、

筝头
、

筝尾
、

岳山
、

琴码
、

出音孔
、

弦等多部位组成
。

琴弦固

定在筝尾的穿弦孔和筝头的弦轴上
,

每

根弦由一个琴码支撑
。

古筝的振动方式

是 首先拨动发声体一 琴弦
,

使琴弦产

生振动
。

再由传导体 一 琴码把发声体发

出的振动传给共鸣体 一 琴箱
,

使琴箱发

生振动
,

引起空气的振动
,

形成声波
。

从

上我们可以得知古筝声波的声源 由琴

弦发出
,

由于琴弦的振动和周围的空气

祸合很弱
,

几乎听不见弦振动的声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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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弦的振动能量难以转化为声波能

量
,

琴弦在振动时
,

弦强制琴码进行上

下左右的振动
,

琴码通过它的两个脚

将 自己 的振 动传给琴箱的 面板 和背

板
,

使琴板受迫振动
,

以至共振
。

由于

板和空气之间的藕合要 比弦与空气之

间的祸合强得多
,

因此板振动的能量

比较容易转化为空气振动能量
,

发出

的声音就强得多
,

琴箱实际上起着声

音放大器的作用
,

琴码则是起着传递

能量的中间桥梁的作用
。

由此 可见在

琴弦
、

琴码
、

琴箱等物质材料确定的情

况下
,

使古筝音色产生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琴弦的振动方式和演奏技巧
。

从弦的振动方式来分析对音色

的影响
。

一般弦乐器的弦有四种振动

方式 如图三
,

①弦受与弦长垂直方

向的力激励而产生的周期性横振动
。

②在力的作用下
,

弦作周期性的伸缩

运动的纵振动
。

③弦受扭转力矩时
,

产

生扭转振动
。

④弦作横振动一次
,

固定

弦的模板往返 两次
,

出现 的倍频振

动
。

这几种振动常常是同时产生的
,

横

振动必然会引起纵振动和倍频振动
,

弦的侧向移位
,

还会引起弦的扭转振

动
二

在古筝的演奏中
,

这四种振动同时

存在
,

共同组成总的振动
。

而这四种振

动各占多大的比重取决于音箱的配置

和激发弦的演奏方式 音箱的配置不

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

我们知道一个

乐音的音色不决定于乐音 中的基频
,

而主要决定于乐音所含的高阶泛音
,

决定于这些高阶泛音的频率
,

振幅及

其时 间特征 出现 的时 间和 衰减特

性
,

从图四 的频谱 图中我们可 以看

出 横振动 是弦的主要振动
,

是决定

基频的音高
。

纵振动
、

扭转振动

和倍频振动 只不过是基本的横振

动的
“

陪衬
”

而已
,

这些振动的作用是

加强了横振动的某些谐波的振幅
,

起

着调节音色的作用
,

频谱图中的 是

各种振动频谱的组合
,

其中有些谐波

被加强了
,

有些谐波则减弱了
,

形成 了

复杂的频谱结构
,

从 而产生 了音色的

差异
。

从平行于琴板的平面 来研究

拨弦用力方向对弦的振动所产生的影

响
。

根据力的分解原理
,

任何一 个方向

的力都可 以 分解为一个垂直方向的力

和一个水平方向的力 如图二 设拨弦

点 。 为原点
,

以平行 于弦的方 向为

轴
、

以垂直于弦的方向为 轴建立直角

坐标系
,

设拨弦力为
,

力 和 轴的

夹角为 。 ,

那 。 、

’
,

从

图中我们不难看出垂直方向的力 是

产生横振动的力
,

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效弹拨力
。

当 时
,

平行于弦的

水平 方向的力
,

垂直方 向的力

为最大值
,

即有效弹拨力等于施

用弹拨力
。

随着向水平方向的移动
,

拨

弦的有效弹拨力 逐渐减少
,

水平方

向的力 逐渐增大
。

由此我们可 以得

出在同等条件下
,

随着拨弦方向的变

化
,

有效弹拨力也发生大小不同的变

化
。

根据傅里叶级数中系数
,

今手妙
, 罕冲 表达式 可以看 出

,

由于力的加大
,

初始时刻弦的移位加

大
,

也就是说初始时刻弦的波形 的

形状发生变化
,

从而导致泛音振幅的

改变
,

导致 了表达式
, 。

客
二

罕, 二 中的各系列

谐波的振幅变化
,

使有的谐波加强
,

有

的谐波减弱
,

造成了各谐波之间相对

强度的差异
。

因此力度的大小变化不

仅使弦的振动幅度发生变化
,

而月 在

所激起的乐音中各阶泛音相对强度的

比例也发生变化
,

这也就是说拨弦用

力方 向的变化
,

引起 了有效弹拨力的

大小变化
,

它不仅导致乐音响度的变

化
,

还导致 了音色的变化
。

而水平方向的力 对弦的纵振动

产生一定的影响
。

因为 的运动方向

和弦的纵振动方向一致
,

它能激发起

弦的纵向振动模式
。

当 由 到 土

变化时
,

所激发起的纵振动的成份也

发生变化
,

在整个振动中纵振动的 比

例也发生变化
,

使音色产生 厂变化
。

当

拔弦方 向越趋 向于弦 长方向 寸
,

纵振

动的成分增加
,

而纵振动的频率比横

振动频率高一个数量级
,

因此我们听

到的嘶嘶声也就越大
,

这不仅是古筝

弹奏中会出现的问题
,

而且 在其它弦

乐器演奏中也会发生如此现象
。

如小

提琴的初学者
,

拉弦非常难听
,

是因为

他的运 弓方向把握不好
,

不是垂直于

弦运动而是斜向运动所造成的
,

由此

看来拨弦用力方向的改变会影响纵振

动的成分多少的变化
,

产生对音色的

影响
。

从垂直于琴板的平面 上来研究

用力方向对弦振动所产生的影响
。

同

样我们以拔弦点 为原点
,

以平行于

琴板的方向为 轴 即在平行于琴板的

平面上的 轴
,

以垂直于琴板的方向

为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
,

设拔弦力为
,

力 和 轴的夹角为 。,

从图一中我

们看出力 和 都是垂直于弦长
,

是

引起弦横振动的力
。

从图五 中我们可

以知道
,

古筝的弦固定在琴板的
、

两点
,

它具有一定的拉力 筝码在

点支撑琴弦
。

弦是一个弹簧体
, 、

两

点的拉力使弦在 点对筝码有个向下

的压力
,

筝码的两脚 点对琴板也有

个向下的压力
,

反之琴板在 点
、

筝码

在 点都有个向上的托力
。

当在 点

对弦施加外力 时
,

点的外力通过弦

传导给
、

两点
,

弦的振动主要在
、

两点
,

对 点的影响 可忽略不

记
。

引起 弦对 点
、

点压力的变

化
,

从而引起 了筝码对琴板压 力的变

化
,

也就使弦
、

码
、

板三者之间的结合

程度产生 了变化
。

当 。 时或

时
,

垂直方向的力
,

水平方向的

音乐与表演 合 姿恤 萝 拜助几炸 卿



士 ,

这表明在 点施加的外力没

有造成弦对
、

两点向下 的压力增

加
,

弦与琴码
、

琴板垂直方向的结合程

度为弹拨前的状态
,

并且拨弦方向和传

导方向形成直角
。

当 时
,

,

这表明垂直方向的力是

向下的
,

这个力使弦对
、

两点的压

力比弹拨前增大了
,

弦和琴码
、

琴板的

结合程度也加强了
,

并与传导方向一致

在拨弦的初始时刻弦和码可 同向产

生振动
。

当 时
,

这表

明垂直方向的力是向上的
,

这个力使弦

对
、

两点的压力比弹拨前的减少

了
,

弦和琴码
、

琴板的结合程度也减弱

了
,

并且与传导方向相反 由于拨弦方

向的变化使弦对
、

两点的压力产生

了变化
,

引起了弦震动初始时刻的边界

条件发生了变化
,

这个变化也会引起初

始时刻弦的波形 的形状发生变化
,

导致泛音振幅的改变
,

导致表达式
, ‘

艺
份

嘿 ,
·

” ”】‘,

中的各系列谐波的振幅变化
,

使有的谐

波加强
,

有的谐波减弱
,

造成了各谐波

之间相对强度的差异
。

在所激起的谐

波系列中
,

当基频的成份增强
,

而其它

频率的成份相对减弱
,

如高频
、

低频等
,

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结实的声音
。

当高

次谐波的相对 比例增加
,

我们听到的声

音是清脆明亮的声音
。

当中频谐波较

弱
,

而低频和高频较强
,

我们就听到了

发空的声音
。

因此
,

垂直平面上拨弦用

力方向也会对音色产生影响
。

另外
,

拨

弦方向的不同还会产生扭转矩力的大

小变化
,

产生扭转振动在整个振动中的

比重的改变
,

从而影响音色的变化
。

从

以上分析中
,

我们认识到拨弦用力方向

对音色的影响
,

它不仅能引起乐音响度

的变化
,

还能引起了弦的四种振动在整

个振动中各自所占比例的变化
,

从而引

起了各阶泛音的相对强度和绝对强度

的变化
。

引起了低
、

中
、

高频率的强弱

变化
,

使音色发生了变化
。

二
、

拨弦用力方向在古筝演奏中的

应用
。

弄清了古筝拨弦用力方向对古筝

音色的影响
,

再进一步分析演奏中的实

际应用情况
,

对我们在古筝的技巧掌握

和运用中具有理性的指导
,

在表演的二

度创作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拨弦用力方向在演奏技巧中的

应用
。

拨弦用力方向对古筝的音色所产

生的影响
,

使人们在听觉上产生了实在

与空洞
,

圆润饱满与柔和飘逸等感觉
,

这种音色上的变化使古筝的演奏技巧

多种多样
,

千变万化
。

我们的前辈们早

已认识到这一点
,

他们根据古筝的特性

和人的生理条件用不同的方向去拨弦

创造出不同的弹奏方法
。

如夹弹法就是

用朝琴板方向压弹的方法拨弦
,

它的音

色厚实饱满有力度
,

适合表现刚强
、

深

沉的音乐形象和内容
。

而浙江派的快四

点用的是平行于琴板
、

琴弦的前后运动

方向的拨弦
,

它的音色清脆明亮
,

轻快

活泼
,

多用于快板和华丽的乐段
。

再如

摇指中
,

河南传统的大指摇
,

是在夹弹

的基础上
,

其拨弦用力方向是面朝琴板

的上下运动
,

它的音色圆润连绵
,

如珠

走盘
,

富于歌唱性
,

但音色上有差异感

山东派传统的小摇
,

拨弦用力方向是垂

直于琴板
、

琴弦的小角度斜向运动方

向
,

它的音色清脆颗粒性强
,

具有活泼

跳跃性
。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筝的演奏技

巧不断出新
,

如提弹法就是用垂直于琴

板
、

琴弦先压后向斜上方拨弦的弹奏方

法
,

它的音色柔和飘逸
,

适用于抒情性

的慢板 还有大指摇
、

食指摇
、

双摇
、

三

指摇等技法的拨弦用力方向是平行琴

板
、

琴弦
、

的前后运动方向
,

它的音色坚

实明亮
,

统一连贯
,

富有抒情性和表现

力
,

一些现代作品中常用此法演奏
。

而

有一些拨弦用力方向是很少用或者不

用
,

如沿琴弦的方向拨弦
,

它产生嘶嘶

的噪音
。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
,

不同的拨弦用

力方向对音色的影响所产生的不 同听

觉效果是形成不同的演奏技巧的重要

因素之一
,

因此我们在学习和掌握古筝

技巧时分析各种技巧 的拨弦用力方向

能更加理性地把握它的要领
,

从而尽快

掌握运用技巧
。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对

拨弦用力方向和影响音色的其它因素

的进一步研究创造出更多的技巧和表

现手法
。

拨弦用力方向在古筝表演方法

和手段中的应用
。

任何一首音乐作品都表达一定的

思想和情感
,

这就需要演奏者灵活运用

各种技巧去进行表演的二度创作来再

现作品
,

因此在表演的二度创作中就要

根据作品的内容
、

情绪
、

风格等需要
,

理

性地设计不同的方向去拨弦
,

获得不同

的音色来表现作品的内涵和意境
。

又如乐曲《战台风 》第二段中左右

手在琴码两侧反向刮奏时所用的拨弦

方向大多由垂直向下的拨弦转化向斜

上方拨弦
,

其音色尖扁
、

刺耳
,

以模拟台

风的呼啸声
。

乐曲《瑶族舞杯曲 》是一首生动形

象地描写瑶族人民欢庆节 日时的歌舞

场面的乐曲
。

全曲共分三段
,

第一段开

始时可用双手名指向斜上方拨弦和浙

江派的大指摇奏出缓慢优美的第一主

题旋律
,

其音色朦胧把人带到了夜幕降

临
,

瑶族人们穿着盛装
,

打着长鼓
,

聚集

在月光下的场景之中
。

接着可用稍向斜

上方和垂直于琴板
、

琴弦的前后运动的

两种方向交替拨弦
,

奏出悠静委婉的主

题
,

其音色飘逸
,

尤如一位窈窕的少女

翩翩起舞
,

婀娜多姿姑娘们纷纷加入舞

蹈行列
,

情绪逐渐高涨
,

接下来可用垂

直于琴板
、

琴弦的前后运动方向的拨弦

方法去弹奏由主题衍变的粗犷热烈的



旋律
,

其音色欢快明亮
,

恰似一群小伙

子情不 自禁地闯人姑娘们的舞列欢跳

起来
,

尽情地抒发 了兴奋的感情
。

第二

段可用与垂直琴板的方向成小角度向

斜 上和向下两种方向交替拨弦奏出

拍富有歌唱性 的和跳跃性 的节奏音

型旋律
,

其音色时而清脆明亮
,

时而柔

和甜美
,

恰似一对恋人边歌边舞
,

刚柔

相织
,

互表爱慕之情
,

憧憬着美好的未

来
。

第三段可运用向斜下方拨弦的方

法再现了开始的主题
,

其音色饱满有

力
,

表现了人们又纷纷加人了舞列
,

欢

跳着
、

旋转着
、

歌唱着的场面
,

并使气氛

越来越热烈
,

越来越奔放
,

乐曲在强烈

的摇指推向高潮后结束
。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 以得出拨弦

方向的改变是获得表现不 同意境和内

涵所需要的音色的基本要素之一
,

这也

是古筝演奏的表现方法和手段基本组

成部分
。

因此认真地分析作品
,

设计一

些乐句
、

片段的拨弦用力方向
,

可以得

到恰如其分的听觉效果
,

从而充分地表

现
一

音乐作品的内容
,

体现古筝演奏的

感染力
。

综上所述 占筝的拨弦用力方向可

以对弦的横
、

纵
、

扭转
、

倍频四种振动产

生影响
,

对弦振动所形成的各阶泛音的

振幅产生 了影响
,

从而改变了各阶泛音

的相对强度
,

引起古筝音色的变化
,

引

起古筝演奏方法和手段的变化
。

充分认

识这一客观规律
。

使我们能从理性的高

度去认识历史上保留和现有的古筝技

法
,

去创造新的演奏技巧 能更有效地

指导古筝基本功训练
,

提高演奏技巧的

能力
。

对宏扬发展民族音乐起到积极的

作用
。

充分掌握这一客观规律
,

使我们

可以精心设计演奏技法
,

使其产生美妙

的音色进而确切地表现作品层次
,

增强

听觉效果
,

从而来实现对音乐作品的二

度创作
,

达到完美的表演形式和深刻的

作品内涵的高度统一
,

让音乐作品更有

表现力和生命力
,

使古筝演奏艺术的表

现力和感染力得到丰富和发展
。

让古筝

这个古老的国宝
,

开放出更加光彩夺 目

的艺术之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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