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没有解决是由于这两个问题不能够分别解决
。

即 低音问题不能离开冠声部乐器独立解决 扩大二

胡音域仍不能连带解决低音问题 二胡的音域无法扩大
,

低音问题即使解决
,

最终意义不大
。

所以
,

这两个问题在现有局面和思路中无法解决
,

也是永远不能解决的
。

如前所述
,

是二胡类乐器作为弦乐组群的存在导致了低音乐器无法实现选型
,

且二胡类乐器本身

又存在着关系重要的不宜因素
,

那么
,

交响化的常规弦乐离开二胡改弦更张将是势在必行
。

什么时候能将这一问题完全解决 此后的少则几十年
,

多则上百年
、

数百年之 中
,

为一个符合交

响化的民族管弦乐队的拉弦乐器系列进行选型
,

将一直是摆在民乐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提琴家族系列
,

是在数百年的过程中由数种不同的
,

然而类型相近的乐器共同

演化而来从而形成家族的
。

站在这一高度
、

循着这一思路 仅是思路
,

笔者认为
,

只要找到一种满足

需要的乐器就可使前述两个问题全部迎刃而解
。

那么
,

这种乐器有没有呢

在现有的数十种 民族拉弦乐器中大概不存在这种乐器的可能性
。

首先
,

数十种乐器中鲜有达到现

有二胡类乐器之高度者
。

再者
,

个别 已转化为多弦或具备多弦基础的乐器如艾捷克和马头琴
,

由于其

狭义 民族风格过为突出
,

从而和采用外来乐器并无实质区别
。

鉴于如此
,

只有设计一种全新的乐器才是出路
。

设想中的这件乐器应该满足以下条件和要求 完全规避提琴形制
。

其形制和共鸣箱的形状及

其构造必须体现创新特点且符合乐器审美需要
,

并具有中国广义民族风格
。

是板振的
。

张四条弦

有指板
。

有较长琴颈的
。

其首先可以规避提琴形制
,

再者演奏小琴时手型不致变化
,

演奏大琴时可

不用拇指把位
。

琴弓在弦外
。

弓子由竹杆制成的
。

可以完成小
、

中
、

大
、

倍大整个家族系列的
,

此系列一经完成
,

即具有排它性的
。

双手演奏的运动方式均符合生理运动方式的
。

具有符合要求

的声学原理和声学品质
。

能够实现以上指标的乐器将是最为优秀的拉弦乐器
。

笔者认为
,

以上有关指标的设想大致符合我

们对这一乐器的基本要求
,

也将符合多数研制人员 以及作曲家
、

演奏家们对这种乐器的设想和要求
。

但这件乐器到底具体应是什么样 研制人员可以就此指标发挥想象进行设计
,

有关协会应该对这种设

想及其实施方案组织论证
,

乐器生产厂家应对具体研制进行必要的制作支持
,

有关团体或乐 队应该成

为使这一研究进人实际演奏的基地
,

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引导支持这一工作的系统进程
。

这样即可产生

多种类型的弦乐器及其多种样式
、

多种风格
、

特点的弦乐器组合方式并与二胡形式长期共存
,

经过几

十年 以至更长时间的实验
,

对比
、

淘汰
,

就有可能产生 中国的适应交响化需要的拉弦乐器
。

这件乐器是应该能够找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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