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言 和音 乐 是 人 类 用 声音 作 为媒介 来表达 思 想 感

情 的两 种 系统 行 为
。

他们都是 以声音 为 基础 两 者之 间

有 着 密切 联 系
。

作 为 物 理现 象 高低
、

长 短
、

强 弱
、

和

音色 是 声音 的基本 性质
,

是音 乐 的基 础
,

也 是 构成语言

的基础
。

【 众所周 知 语言 和音乐都有民族特点和地方

巨彩 的
。

语言或音 乐与地 方 的关 系并不是 一 对 一 的
,

但

是两者 的联 系是 强 有 力的
。

音 乐 的地 方色彩 和方言的特

点关 系很 大
。

民 间歌 曲即是 自然语 言艺 术夸张 的结 果

旋律 的抑扬顿挫
、

高升 下 沉都是 受 自然语言的音段 和超

音段 特征 音 渡
、

声调
、

语调 等 的制 约
。

所 以
,

地 方

音乐 的地理分 布 与 方 言 的 地理分 布 往往是 盛合 的或 者是

交 至 的
。

语音 和 乐 曲都需 要 发 声 都可 以用 声学 原 理来

研 究
。

筝是 中华 民 族最古老 的 民 族 乐器 之 一 它 积 淀 着 两

千 多年 华 夏 文 化 的 审美 精华
。

在我 国形 成 的较 系 统
、

完

备的
、

影 响较 大 的古筝艺 术流 派 大体上 可 分 为南 北 两 大

流 派
。

属 于北 方 流 派 的有河 南 筝派
、

山 东 筝派
、

陕西 筝

派 属 于 南 方 筝派 的有 浙江 筝派
、

潮 州 筝 派
、

闽南 筝 派

等
。

各 筝派 的筝 曲都有其 浓 郁 的地 方 特征
。

地 方特 征 的

形 成 主 要是 个地 区 民 间音 乐 影 响 的结 果
。

方 言 作 为地 方

民 间音 乐特点 的主 要 影 响 因 素
,

也必 然 影 响到 筝 曲 的旋

法 特 征
。

语言是 由一 系 列 结 构层 次 组成 即 每 个层 次 都有一

定 的结构形 式 和 对应 关 系
。

语言最 小 的单位是音 素 音

紊组 成音 节 音节组 成单词 单词 组 成语 句
。

音 紊 主 要

是从音色划分 出来 的 它也有高低
、

强 弱
、

长短 的区 别
。

音素可分 为元音 和辅音两 大 类
。

元音都是 乐音 辅音 中

不 带 声 的清辅音 是 噪音
,

带 声的浊辅音是 乐音和 噪音 的

混 合音
。

由于 噪音 无 一 定 的音高 所 以音 紊 的高低 只 能

在元音 中表现 出来
。

元 音 的不 同性质
,

像 乐器 的不 同音

色一 样
,

完全 看泛音 和基音 如何配合而 成
。

主 要 泛 音 叫

做某一 元音 的共 振 峰 较 次 要 的泛 音 叫辅 助 共振 峰
。

每

一 种具 体 的语言 或 方言 都有独特 的音位 系 统
,

这 些 不 同

的音 位 系 统 中包 含 了 不 同 的元 音 音 位 因 为 在 入 乐 时
,

不 同 的元音 的音位要 求不 同 高度的音来 与 之 配合 〔
。

如 果 一 种 语 言 各 元音音 位 之 间的舌位距 离大
,

元音

音位共振峰 和 辅 助 共 振 峰之 间的音 程距 离也 大 与其共

生 的 民 间音 乐旋 律 起 伏 跌 宕 的幅 度也 就 可 能 大 反 之
,

如 果 一 种语 言 各 元音音 位之 间的舌位距 离 小 元音音 位

共 振 峰 和辅音共 振 峰 之 间 的音 程 距 离小 与 其 同 生 的 民

间音 乐 的旋 律起伏跌 宕 的幅 度也就 可 能 小
。

这 种 现 象极

大地 影 响 到 不 同 语 言或 不 同 方 言 共 生 的 民 间音 乐 的 旋 法

及 风格
。

山 东筝 派 以它 高 亢激 昂
、

刚 劲 有 力 的音 乐 气 质

在 各 筝 派 中享有 盛 眷 它 的 这 一 北 方 风 格 与 其 地 方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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