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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卫丝些些继吵旦 必

选用古筝久 甲要 因 曲 沉冗异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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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汕头

〔摘 要 〕文章通过对义 甲材料及其性能的对比
,

对义 甲的形状及其功 能的分析
,

论证
“

选用

古筝义 甲要因曲 而异
”

的必要性
,

并提出 如何根据不 同义 甲的优缺点
,

研制 出更合理
、

理想的古

筝义 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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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弹筝者
,

多戴义 甲
。

经 过长期的实践证

明
,

义甲的形状和材料的不 同
,

会影响到古筝音色

的控制和弹奏技巧的发挥
,

更与乐曲的表达效果分

不开
。

因此
,

本人认为
,

因曲而异
,

合理选用义 甲
,

是弹好一首曲子 的必要条件之一
。

下面从三方面

进行分析
。

义甲的材料及其性能

现今
,

古筝义 甲常用 的材料有袱 帽 甲
、

有机玻

璃片
、

牛角
、

塑料板
、

穿山 甲的鳞 片
、

金 属片等
。

袱

帽是一种海生动物
,

它像乌龟一样长有一个壳
。

砒

帽壳是一种贵重 的中药材
,

由于它硬度适 中
,

柔 韧

性好
,

故取其适 当厚度的部分
,

加工做成义甲
,

后来

简称袱瑙义 甲
。

砒帽义 甲使用时摩擦声小
,

音色圆

润
,

音量适 中
,

而且不易磨损
,

较耐用
,

故被广泛采

用
。

有机玻璃片和牛角虽然有一定的硬度
,

但缺乏

韧性
,

使用时摩擦声较大
,

音色单薄
,

而且容易断

折
,

故渐渐被淘汰
,

但因为它价格便宜
,

所以仍有部

分初学者选用
。

塑料板的硬度太小
,

厚度不够
,

使

用时音色单一
,

而且容易变形 而穿 山 甲的鳞片和

金属片则硬度太大
,

厚度不理想
,

使用时摩擦声大
,

音色生硬
。

因此
,

目前大多数弹筝者采用袱帽义 甲
。

义 甲的形状及其功能

自古至今
,

义 甲的形状有很多种
,

但戴法只有

两种 一种戴在手指 的指 甲上
,

一种戴在指肚上

我们把前者称为
“

套 甲
” ,

后者称为
“

片甲
” 。

套甲的形状有两种 如图一
。

第一种套 甲的中间雕空
,

弧度与指甲接近
。

使

用时将手指 甲穿进去
,

然后 用胶布 固定在手指上
。

第二种套 甲的形状与弧度与第一种一样
,

但没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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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

而是在义 甲的两侧有两个小钩
。

使用时将手指

穿进去
,

两个小钩可钩住手指 甲边缘
,

然后 同样用

胶布再将其固定在手指上
。

套甲长约 厘米
,

略 比手指宽
,

弧度与手指

接近
。

由于套 甲本身能固定在手指上
,

再由胶布加

固
,

故使用时
,

套甲的正反受力基本均匀
,

从而保证

了大指的
“

托劈
”

音色一致
,

有助于大指小关节的灵

活运用
,

这是套 甲的最大优点
。

其次
,

套 甲的使用

与手指甲的使用很相似
,

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角

度
,

大大丰富了音色的表现
。

此外
,

由于套 甲是戴

在手指甲上面
,

故弹奏慢曲时
,

可
“

以肉带 甲
” ,

很好

地控制义 甲与琴 弦的摩擦
,

使音色浑厚
、

淳朴
。

但

由于套甲的制作难度大
,

且贴在 手指 甲的上方
,

对

于快速逆指抹托和快速 四 指等指法要用较大的动

作来完成
,

对速度的影响很大
,

故现在很难得到推广
。

片甲的形状较小巧 如图二 其长约 一 厘

米
,

宽约 厘米
,

触弦的一头较尖
。

佩戴时
,

大指

的义 甲头要偏向左上方
,

与大指头约呈 度角
,

其

它三指各平贴于食
、

中
、

无名指的指肚上
,

义甲只靠

胶布 固定在各手指上
。

演奏时
,

片 甲直接触弦
,

阻



力小
,

发音快
,

能充分发挥手指的灵活性
,

有利速度

的提高
。

此外
,

由于片甲的触弦面小
,

触点集中
,

故

音色清亮
,

音量较大
,

这是其优点
。

不足之处是音

色较单调
,

轻飘
,

难控制
,

噪音大
,

而且 由于只靠胶

布起固定作用
,

故
“

托劈
”

指法较难达到音色统一
、

音量均匀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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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义甲因曲而异的必要性

筝曲可分为传统曲和创作曲两大类
。

传统曲

包括各流派 的 民间传统 乐 曲
,

如潮乐 的 寒鸦戏

水 》
,

汉乐的 出水莲 》
,

山东的 四段锦 》
,

河南的 高

山流水 》等 创作曲则包括 年代以后作曲家们创

作的乐曲
,

如王 昌元的 战台风
,

范上娥的 雪山春

晓 》
,

还有 年代以来大量的创作曲
。

传统曲一般

以慢为主
,

要求一音三韵
,

注重左手的揉按技巧 创

作曲则 以速度 为主
,

注重左 右手指 的灵 活性
。

所

以
,

本人认为
,

套甲有利于传统曲的表现
,

片甲有利

于创作曲的演奏
,

选用义 甲因 曲而异是必要 的
,

也

是很重要的
。

例如潮州传统筝曲 寒鸦戏水 开头

第一句

例
’ ’

同的角度取得多种音色
,

而且弹奏时经常
“

以肉带

甲
” ,

能很好地控制义 甲与弦的摩擦
,

再加上左手的

控制
,

就能达到惟妙惟 肖的效果
。

又如河南传统筝

曲 高山流水
,

山东传统筝曲 四段锦 》
,

大量运用

右手大指快速托劈指法
,

而且要求音色统一
,

音量

均匀
,

这又是套 甲的长处
,

所 以应该用套 甲来演奏

比较完美
。

还有很多传统筝曲
,

都是只有用套甲来

演奏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
。

如果用片甲来演奏
,

也

能表达出来
,

但由于片甲的音色单调
、

轻飘
,

而且大

指快速托劈很难达到音色统一
、

音量均匀的效果
,

故用片甲来演奏就略显不足 了
。

但创作曲就不同

了
,

如《战台风 中间一段表现码头工人顶风救粮的

情景
,

分别运用快速扫摇
,

两手快速跳指
,

快速逆指

抹托等指法
,

用片甲来演奏
,

恰到好处
,

因为片甲出

音快
,

触点集中
,

有利于速度
、

力度的较好发挥
。

再

如 雪 山春晓 第三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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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要求速度要 慢
、

稳
,

发音 清晰
,

一音三

韵
,

句逗明朗
,

古朴典雅
,

刚柔相济
,

给人 以
“

寒鸦威

武地立于海边
”

之感
。

这样的要求
,

用套 甲来演奏

比较得心应手
,

因为套 甲的触弦面较大
,

可通过不

二
这一段要求速度快

,

音色 明亮
,

而 且采用大量

快速抹托指法
,

用片甲来演奏就能充分地表现
。

特

别是 年代以后的创作曲
,

两手技巧的要求很高
,

更注重速度
、

力度的表现
,

故更适合用片甲来演奏
。

如果用套甲来演奏
,

速度
、

力度很难达到
。

所以
,

选

用义甲因曲而异
,

能使每一首曲子得到最完美的表

现
,

能帮助演奏者得到充分的发挥
,

还能提高演奏

者的适应能力
。

目前
,

大多数弹筝者只使用一种义 甲
,

片 甲得

到广泛的推广
,

而套甲已慢慢被淘汰
。

本人认为
,

套甲和片甲有其不同的优缺点
,

如果能两种都配合

使用
,

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

当然
,

如果能结合两种

义甲的优点
,

再研制出一种新的义 甲
,

那就更理想

了
,

本人正为此而不断探索
。

】 正由 】
,

乳
,

嗯
,

以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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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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