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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筝
,

是按五声音阶定音
,

所

演奏的民间传统乐 曲也大都是由五种调式音

阶构成
。

兹将五声筝演奏中的移调规律简述

如下
。

传统筝可以变调

有人说
“

古维不能变调
” ,

此话是不确

切的
, 《 乐府杂录 》中就有

“

筝移柱可变二十八

调
”

的记载
。

传统筝是可以变调 的 有 可变能

力
,

但是不够方便
。

因此
,

才搞了机械变调

装置或增添 了半音琴弦
,

出现了诸如
“

品式
” 、

“

张力冲 、 “

截弦
” 、 “

移柱
”
以及

“

蝶式 ,

等多种

类型的转调筝
。

我国的筝
,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影响是很

大的
。

它代表 中国的音乐文化
,

先后传播到

日本
、

朝鲜
、

越南
、

新加坡等国家和世界其

他地区
。

我国传统筝 的 定 音
,

是 通过 拴弦

或纹弦 和调整有效弦长而完成的
,

所以有
“

因调设柱
”

之说
。

传统筝的移调方法
,

大致可分两种

压弦变调 —川左手压弦的办法
,

使

某音升高而成为另一调式的音阶音
,

从而可

收到变调效果
。

如潮州筝曲中的
“

轻六
” 、 “

重

六
” 、 “

活五
冲

等调式 ,

及筝曲《喜报 》‘秋松
、

殿生曲 中的属
、

下属调的转换即用此法
。

这

是一种
“

活
”
的办法

。

移柱变调 —川左手沿琴弦方向移动

柱位
,
改变有效弦长

,

可构成另一调式的音

阶
。

此乃
“

因调设柱
” ,

是
“

固定
”
的办法

。

它对于音乐艺术的内在功能
,

有共决定性意

义
。

因而
,

演奏哪一流派的筝曲
,

都必须用

它特有的
“

定音
”

方法 甚 至 每 首乐曲都有其

专用的调式 —定弦方法
,

否则便不能体现

出那个流派的特色
。

曹正先生在教授河南筝曲时把原 宫调

音阶中的主音 弦全部降低半音
,

结果便

构成 宫调音阶 , 教授山东筝曲时把原 宫

调音阶中的三音 弦全部升高半音
,

结果

便构成 宫调的音阶了
。

故筝家有
“

只有把弦

定对了 指定香
,

味儿 指音乐风格 才能弹

出来 ”的说法
。

移调分析

五声音阶结构的特点是

缺少半昔和三整 昔
, 。晋 和 音之间

是唯一的大三度 或小六度
。

以大二度和小三度所构成的三音组
,

是五声调式旋律进行中的基本音调
。

一个八度音程是 由三个大二度和两个

小三度构成的
。

根据上述的特点
,

分别从降种调和升种

调来探求五声音阶的移调规律
。

五声音阶降 种 调 的 移 调 规 律‘移 上

调

讲例 ‘

鬓鬓叁途
筝的调式功能与移柱变调

传统攀的调式
,

是 由五种音阶构成的
。

上例是 宫调五声昔阶
。

要构成 宫调

音阶
,

就必须把 宫调的主音降低半音
,

使

其变成 宫调的中昔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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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例

蟾翼鬓奎
讲例

,

。 ,
一 闷 , 、 , 二 “ 。

⋯羹崇姜鬓鑫参
·宫调出现了

“

鬓 ,,
号

。

宫调移 宫调的演变情况是

·宫调 出“ 了
·

催
·

的

既
宫调移‘ 宫调的情况是

错例 讲例

宫调 出现了
·

彝
”

的

既
宫调移 宫调的演变情况是

”调 出现了

嘟麦
”

的

眠

谙例 小 。
,

檐蒸蒸鑫叁

宫调移 ” 、 、

宫调的方法类推

可见在升种调 中有以下的规律

按顺序排 列的 最后 一个升号 所在的

音
, 是欲转 错例

可 见 ,

在降种调 中有以下的规律

按出现顺序排列的最后一个降号所在

的音
,

是欲移调的第三音 中音
,

从其向下数

大三度 ,

就

是该调的主

昔
。

。

五声

音 阶 降 种

调
,

调号的

变晋数量同

于七声昔阶

的升种调
。

列七声

音阶升种调

与五声音阶

降种调的调

号 对 照 表

错例

月 名名 七 声声 五 声声

巨巨
二。

——
一笋私一一一一一」炜尸一一一

尸尸二匕一一一州瞬卜一一一一一碑勺一一一一一
司司司

’’

侧侧

一一一今瓷尸 州升 —
一一

二二二二

——寻瞬牡 月瞬井
习习习习 刁

’’

八八八抽 松松 八
,

巨巨 三三刁举户
,

粼勃幸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毕汗

——六沂‘
六六六沙 艳

———巨巨 兰兰瑞黔泽三三月券冉不不
六六六沂一一一代淤‘一一

一一一韧渗 一一一杂出井一一

巨巨 三三三郁旱均二二月稍萍二二

调的主音
,

也是该调的

调名
。

五声

音阶升种调

调号的变昔
‘

数量
,

同于

七声音阶的

降种调
。

列七声

降种调与五

声升种调的

调号对照表

润润 名名 七 声声 五 声声

八八八八 六
,,

卜卜 二之之
叮 甘 产产

归归归 口 、 比 ,, , 卜卜
呢呢呢 介侣护护 尸尸阶阶

「「一 一 ,
’ 口 电’

曰曰曰曰 侧侧

户 叭
二二

卜”二二二
】

一
曰 日 日

—— 幻 一
一 月乃一 峪 朋 侧 明

尸尸尸产产 , 犷犷 的 , 尽
口口口 匕 一一岁岁 、、 、 卜

习习习习 曰曰

六六六 内

目目
。二二二恤 曰 硬 民 甘 匕 一

谈谈谈洲 肠 了了 曰 洲叼知
梦月、 护 尸 卜冬如卜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气 “ 、护 一一一

习习习习 蒯蒯

八 ,,

巨巨卜‘

一一
, , 从 卜 ” 川 苗 一一

乃 卜 卜 , 户 , 止卜

一
肠肠肠 产场 一一 飞朴 , 司

,

一
「「 一 “ 一一 勺‘ 下洲洲 、 , 户

刃刃刃刃 扩扩

内内内
,, 内

卜卜卜。二二
匀 岁 , , 场 以 二

二

———————————————————
一一一积矽咔气”” 门 ” 目

一币、 以 口
奋奋奋 气

’

“ , ’
廿 衬 户

’

谱例 于右
。

谱例 于右
。

五声音阶升 种 调 的 移 调 规 律 移下属

调

在 宫调五声昔阶的基础上
,

将三昔升

高半香 即 昔
,

就构成 宫调的五声音阶

关于日本《都节 》调式

固有吕旋音阶

该调式的着阶是 由 构成
。

它可在 音 阶中
,

用升
、

降音两种

方法移柱产生
。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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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

他在西塔尔低晋区的演奏
,

给人以特

别深刻的印象
。

他演奏的每一个乐章都显示

了他在节奏变化上的特殊爱好
。

他最喜欢运

用不对称的节奏
。

拉维
·

香卡创作了两首西塔

尔与乐队的协奏曲
。

年
,

他

曹在美国纽约与 当代最著名的小

提琴家梅纽因一起
,

用西塔尔与

小提琴合奏印度的
“

拉加
” ,

开创

了用东西方弦乐器合奏印度昔乐

的先例
。

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

相当大的轰动
。

现代的西塔尔演奏艺术与拉

维
·

香卡的名字是密切相连的
。

通过他卓越的演奏活动向世界传

播了古老的印度音乐
,

并使西塔

尔这一古老的印度乐器在国际昔乐舞台上占

有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

演奏时的拉维
·

香卡 右

上接第

喊 ‘ 几 几 , , , ‘ , , 户 , 一 气 一 娜

一
, , 口 、 ‘

厂 二 “ 户 , ‘ 一 ‘ 口、 , , 电 电 , 一 , ‘ 中 、 户 、
, 。 、 , , 、 , 、 、 , “ 、 、 , 、 户 、 , , 、 、 , 一 、 、 , , 、 , ,

“
一 ‘ 少 , ,

、 , ‘ 、‘ 产
, 、 一

、 , 户 、户、 , , 、 , 几 、 、 、尸 , 勺 。

、 、 、 、 、 护 、

并存其器
。

明黄一正《事物组珠 》 “

雄桐
、

仁智器
,

二攀名 ” 。 “ 异名
·“ ⋯仁智器

、

签策
、

绿云垂
、

长离
,

以上筝
。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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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音方法

谱例 说明 把 音 阶 中的
“ ” 、 “ ,

两普降低半昔
, 月 可构成 “

的 昔阶
。

语例

页

这里的 “ 寸 ” 可能是 “ 分 ” 的笔误
。

当

时的七寸约相当于今夭的五寸
。

东汉应助《风俗通 》、

唐魏 微 等《隋书
·

音乐志 》、

后晋 刘晌 等《旧 唐 书
。

音乐

志 》、

唐杜佑《通典》、

宋谢维新《古今合

璧事类备要 》等书均有筝是秦声的记载
。

梁孝元帝《和弹筝人 》 “

横筝在故推
,

忽

忆上弦时
。 ”

梁 昭 明 太 子 咏弹筝人 , “ 故筝犹可

惜
,

应度新人边
。 ”

萨都刺《燕姬曲 , “春风淡荡摇春心
,

锦攀银烛高堂深
。 ”

李白《邯郸南亭观妓 》 “ 清筝何缭绕
,

度曲绿云垂 ” 。

《北齐书
·

李元忠传 》 “

元忠弃官回家
,

潜图义举会高祖
。

率众东出便自往 , 奉

迎乘露车
,

载素筝
、

浊酒
, 以见高祖

。 ”

冯赞《南部烟花记 》 “ 箫一名
,

石弦鼓

一面
,

吹云筝一面
,

东宛钟一名
,

长啸

一名
。 ”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 》 “高丽乐器
, 用

弹攀一
,

掬攀一
,

卧筝一
。

自魏至隋
,

升昔方法

谱例 说明 把 昔 阶 中

的
“ 刀 “ , ,

升高半晋 , 即可构成

的 音阶
。

。

护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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