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向题
羚

口‘

朱 起 末

的传动
。

至 是周期

振动的一半
, 是 的

倒转 , 然后弦就由同样

的形式作反位相行波
,

完成整个周期 如 至
。

与 同
,

然 后

开始新的周期
。

这种动

作与简谐振动的弧线不

同
,

它不是弧线而是有

尖锐的角
。

这种有尖角

振动形式

弦乐器的音色决定于振动的形式
,

振动

的形式又决定于

激发弦振动的方法

使弦产生振动的方法有三

拨奏 用拨子或手指拨 奏
,

使 弦 产

生振动而发声
。

拨奏的 乐 器 有 竖 琴
、

曼陀

林
、

六弦琴《吉它
、

琵琶
、

三弦
、

古筝
、

阮等
。

弓奏 用 弓拉奏
,

使弦产生 振 动 而

发声
。

弓奏的乐器有各类的提琴
、

二胡
、

革

’

又二
又暮二尸

图

胡等
。

击奏

用 棒 或 糙 敲

击
,

使弦振动

而发声
。

击奏

的 乐 器 有 扬

琴
、

钢琴等
。

激发

工具的材料和

形式

如果用尖

而硬的材料制

成 拨 子 在 弦

的 一 端 拨 动

如图
,

放开后即有一

对行波从这一

点作相反方向

的线
, 经分析显示包含着很多高的分音 ,

产

生
“

金属
”

的音色
。

拨子的材料和形式越硬越

尖
,

与弦的接触点越小 , 所发的音色含越多

的高泛音
,

音色越带有尖锐的金属音质
。

川

手指拨奏 如竖琴 的振动形式显示不那么尖

锐的角
。

因手指较软
、

较粗也较园
,

对弦的

接触点较大 ,

产生的音包含 着少 数 的 高 泛

音
,

音色因之比较柔和
、

园润
。

弓奏乐器的弓毛表面旱鱼鳞片状
,

加上

松香增加了它的磨擦力
。

当弓在弦上拉动时
,

弦就跟着移动
,

移动到一定程度后
,

弦的弹

性使弦摆股了弓毛的约束而很快地弹回来 ,

惯性使它越过了原来的静止点
, 当达到一定

程度 相当于被移动的距离 后
, 弓毛又将弦

带过去
。

这样就产生了一米一 回地振动
,

同

时带有扭转的动作
,

而且弦脱离弓毛弹回的

速度远远超过了弓毛带动的速度
,

使波动形

式呈锯齿形
。

这种有显著角度的波动
,

产生

了很多高的泛音
,

使音色更加丰满
,

格外 明

朗
。

击奏乐器的褪子亦有软硬数种
。

糙子的

软硬决定音色的尖锐和柔和
。

因此
,

一架 年

久失 修的旧钢琴
,

发昔往往比较尖锐而带有

金属声
。

倘将琴褪呢子用针挑拨一下
,

或用

沙纸打磨一下
,

使它发毛
,

就能改善音色
。

原因正如上述
。

对于拨奏或击奏的乐器来说
,

倘拨着不

放或敲后不离开弦
,

弦就无法产生振动
,

也

就不能发出音响
。

因此
,

钢琴在装置上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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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子在敲击后立即 自动弹回
,

即使手指仍按

化琴键不放
,

也不影响糙子的离弦 可见 ,

钢

琴演奏者在弹下键后仍在键上做各种手腕和

手臂等动作
,

仅仅是起到手腕或手臂放松及

心理上
、

审美上的作用而 巳
。

弦的波形和激发振动的

正 确 位 置

弦乐器的弦
,

无论 是 拨 的
、

拉 的 或 击

的 , 它们的振动都是复杂的复合振动
。

除了
“

基音
”

的全弦振动外 , 还存在着一系列泛音

的分段振动
。

图 是小提琴
、

中提琴 和 钢 琴 的 波 形

图
。

它们的频率都是 赫兹 ,
。

由于它们

的泛音数量和强 度不同
, 波 形 有 很 大 的 区

别
,

从而产生了各 自的音色
。

一般地说
,

泛

小 提琴

中提琴

置
,

总是在弦的全长的七分之一到九分之一

处
,

原 因就在此
。

小提琴弓 的 触 弦 最 佳 位

置
,

一般是在弦全长的九分之一到十二分之

一处
。

激发弦的不同位置
,

能产生不同的肴量

和音色 越接近中心点 ,

声音越弱
,

骨色越

空 , 越接近支点
,

声音越强
,

昔色越亮
。

因此提

琴演奏者常在弱奏时将琴弓靠近指板
,

强奏

时靠近琴马
。

这是近指板或近琴马对高泛昔

的排挤和对基波振幅的阻隘不同所造成的
。

弦乐器中有几种特殊的弓法 一种哄做
“

近马
”

奏法
。

即在琴马上或

接近琴马处拉奏
,

发出一种玻璃或金属的色

彩
。

例如瓦格纳的
“

特里斯坦 与伊索迪
”

第二

幕就用到这种特殊效果的奏法
。

另一种称为
‘

近指板
”

奏 法
。

即 靠 近 指 板 演

奏 ,

发出一种羽毛或蒙上一 层 薄 纱 似 的 音

色
。

例如德彪西的
“

袭里雅斯与梅丽桑德
”

中

用到这种特殊效果的奏法
。

此外尚有一种称

为
“ 弓背

”
的奏法 ,

是用弓背击奏

或拉奏
,

产生尖锐的金属昔色
。

例如柏辽兹

的
“

家庭交响乐
”

中用到这种奏法
。

钢 琴

音数量多的音
,
昔色较 为 丰 满 , 反 之 则 单

纯
。

小提琴能产生较多的泛音 ,
音色因之较

丰满
。

某一协和泛音可以通过用手指在它的波

节上轻触而将它独立出来
。

例如
,

将发着音

的小提琴 任何一弦的中间 第一泛 音 的 波

节 轻触一下
,

即可听到此 基 音 高八度钓第

一泛音 , 在三分之一处轻触
,

即可听到比基

音高十二度的第二泛音 , 在 四 分 之 一 处轻

触 , 即可听到高两个八度的第三泛音“

一
。

相反
,

倘在泛音的波节处用手拨或用 弓拉奏
,

能使这个泛音大大地减弱或消失
。

倘在一条

弦上的七分之一处拨或拉
, 可使不协和的第

七分音 第六泛音 除去
。

钢琴上琴褪击弦的位

。

弓的压力和运弓的速度

弓的压力和 运弓的速度 ,

必须有机地联

系
。

压力过大而速度慢就会产生破 裂 的
“

挤

压
”

声
。

速度过快而压力小就会产生 漂 浮 的

啃声
。

如果 弓的速度和位置不变
, 只把弓的

压力增加 , 虽然可能改变昔色
,

但昔量井无

显著的增加 , 因为多余能量变成弦和 弓磨擦

而产生的热量
。

故而
,

当弓的压力增加时
,

必须将弓的速度也同时场加
。

此外
,

初学提

琴的人
,

拉奏时常会发山一种尖锐的怪声
,

其原因主要是琴弓控制 不 当 , 除 」下 拉 动

外
,

时有向左右等方向滑动
,

造成弦的纵扳

动
,

产生很多高的不协和泛昔
。

弦的粗细刚性和张度

弦的质量与昔色枚关
。

肠弦与金属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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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耸甘注挂耸耸诊甘位甘位二趁挂活趁说甘甘耸今
﹂片﹄俘﹄旅竺健叮︸份朴﹄俘

巾白格尼尼四重奏组

和斯特拉底瓦利提琴 巴

翻劝越确翻切妇确臼确习﹃

今裤林井林 , 拐称书林书补哪称称朴称称褥杯林林芬牵

《 帕格尼尼 四重奏组 》是 年组成的一

个弦乐四重奏组
,

命名的根由是 四名成员

所使用的斯特拉底瓦利提琴都曾一度属于帕

格尼尼
。

重奏组由特米安卡
、

罗席尔斯
、

佛伊

达特和弗勒津组成
,

曾多次在欧美吝国延 回

演出
。

安 东 尼 奥
·

斯 特 拉 底 瓦 利 一

是尼科拉
·

阿 马蒂的学徒
。

他于 年

前后创制了他最完美的小提琴式样
。

其佳作

是在 — 年间完成的 他同时 也 制

作大
、

中提琴
。

作品总数据说为一千一百件左

右
,

其中能确凿证实的有四百余件
,

成为价

值连城的珍 品
。

世界上流传着许多 冒牌 斯特 拉 底 瓦利

提琴
。

有人估计
,

如果 把 真货
、

假 货算 在

一起
,

数量是很可观的
,

既使有几十个都活

九十乡岁的斯特拉底瓦 利
,

恐 怕 也 做 不 出

来
。

向 方

巴西的乐器生产只有几

十年历 史
,

产 品 以 吉 它 为

主
。

巴西的五家主要乐器厂

都集 中在圣 保 罗 应

。

最老的弹拨弦乐器厂

是吉安尼尼
。

年 初 建时
,

还只是个修理门市部 , 现在

的厂地面积为八千平方米 ,

年产乐器
·

十八万件
。

另一家

弹拨弦乐厂建于 年
,

厂

名迪 吉奥尔吉奥
,

厂房五千平方米 , 侮

年产六万把吉它
。

西

乐

昔色不同
。

细的弦和粗的弦音色不同
。

一条细

的弦
,

此起较粗的弦发音更光彩 明亮
。

弦越

粗
,

刚性越大
, 基音与泛音的频率关系被歪

曲
,

不协和度增加
。

因此弦乐器弦的加粗
,

是采用在细弦上缠弦的办法
。

这样做既加重

了分量 , 又不会使弦因加粗而增加刚性
。

一般地说
,

弦的张力越大 , 音就越高
,

音色越亮 , 反之则越低
,

音色越暗
。

弦的长

度越长
,

音高越低
,

音色越暗 , 反之则音越

高
,

音色越亮
。

圣桑的
“

骼俄之午
”
中的一段

小提琴独奏中
,
将

“ ”
弦调低半音

,
使之发

出幽暗的音色
。

而帕格尼尼将他的小提琴上

所有的弦调高半音
,

以场 加音色的亮度
。

待续

六十年代初期
,

巴西开始向外 出口吉它
。

近年 , 产品 已销往到五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
。

除去吉它 , 巴西也生产 口 琴
。

德国移民

阿尔弗雷德
·

赫林 建成的

口 琴厂
,

于 年正式成为德国荷菜

公司的分厂
。

合营后
,

工人的技术有 很

大提高
,

增 加了部分新产品
。

该厂生产面积

一万七千平方米
,

年产量一百五十万支
, 品

种齐全
。

近十年来
,

各 国的手风 琴 生 产 普 退 下

降
, 巴西的情况也不例外

。

五家生产厂 已有

三家停产
。

乌尼维萨 和卡姆哈希

亚 。 手风翠厂是仅存的两家 ,
都

在南里格朗德州
。

乌尼维萨 一 年开始生

产手风琴 ,
现在月产约三百架 , 同时也生产

一些非乐器商品
。

巴西的管乐器厂共五家
。

资格最老的维

利尔《 厂建于 年 ,

是德国 移 民 创

建的
。

该厂产品种类较多
,

年产六万多件管

乐器和打击乐器 以管乐器为主 , 据有关方

面估计
,

二
、

三年后产量可以 升到十万件
。

巴西的打击乐器厂有十家 还有 许 多 小

的生产单位
,

有些产 品似乎与非洲 乐 器 类

同
。

受欧洲的影响
,

巴西也生产竖笛
,

年产十

多万支
。

晓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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