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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古筝的侧板
、

底板
、

花板
翻益锯切处的侧板为什么有开裂现象

古筝传统设计 中
,

翻盖部分的结构与整体共鸣箱是连

体的
。

一旦翻盖切 口 成形
,

应力的弱点就直接体现在切 口

的
“

直角 处
。

而此侧板的酸枝木贴片径切方向和应力方

向是相 同 的
,

故在应力平衡中
,

此处有时会出现开裂
。 “

敦

煌
”

古筝在翻盖加工时
,

严禁切 口 过头
,

同时用胶水密封

切 口 处表面
。

另外
,

侧板贴面材料的含水率过高
,

也易形

成切 口 开裂
, “

敦煌
”

古筝对此有严格的控制指标
。

侧板的节疤会影响声音吗

古筝共鸣体 中
,

与 发音直接有 关的是面板 音板
,

共鸣体外

表面的侧板粘合在共鸣体的框架 松木材料 上
,

侧板的用 材对共

鸣体的振动影响是间接的
。

用 作侧板的酸枝木
,

其活疤节是天然形

成 的
,

且在酸枝木 红木 中普遍存在
。

活节疤是天然存真的一种

表现方式
,

而其对声音 的影响程度则可忽略不记
。

侧板外侧的
“

教坦
”

标记做如何解释

」」」

古筝面对观众的一侧
,

在侧板靠近筝首的位置
,

有一人工雕刻的 印记
。

这一 印记和商标同等重要
,

是

上海 民族乐器一厂敦煌牌古筝的重要标识
。

这一标识是 世纪 年代试行的
。

标识左右篆文是
“

敦煌
”

二字
,

中 间的圆形图案是仿汉代瓦当 印迹
,

图案中有三表演者
,

分别为弹筝
、

吹笙和舞蹈
。

此标识凸 出

部分用 黑色描就
,

凹底部分用 红色铺底
,

最后油漆涂饰打磨抛光
。

为了进一步让广大音乐爱好者 了解
“

敦煌
”

古筝
,

年始
,

该标识 以新的面貌出现
,

新标记从好

记
、

易懂
、

艺术化和醒 目等方面有所突破
。

内侧板的母名是如何规定的

每一个琴名
,

标志着该琴的工艺装饰风格
。

例如 的代码代表镶骨类 骨粉类
,

而这一类的工艺

统一筝名 为
“

天真元韵
” ,

也就是说一种工艺类别用一种惟一的筝名 与之呼应
。

详见下列明细表

代代码码 装饰饰 筝名名 代码码 装饰饰 筝名名 代码码 装饰饰 筝名名 代码码 装饰饰 筝名名

类类类别别别别 类别别别别 类别别别别 类别别别
黄杨杨 丝竹江南南 书画画 琴韵书融 拉花花 渔舟唱晚 牙雕雕 蝶盈香檀檀

绢画画 香墨垂弦弦 麦草草 麦醇云和和 雕漆漆 夕阳霞光光 镶骨骨 天真元韵韵
贝雕雕 玉骨冰姿 石刻刻 金石之气 素装装 天然纯真 铜雕雕 悲鸿生命命

扦雕雕 双鹤朝阳阳 银丝丝 凤枝吟月月 景泰蓝蓝 浮光溢彩彩 金铂铂 富贵满堂堂

梅梅梅梅庄琴韵韵韵韵韵韵韵韵韵韵韵
阴刻刻 高山流水 镶嵌嵌 蕉窗夜语 刻漆漆 朗月垂光
丝织 大唐遗韵 螺铀 五彩呈祥 烙画画 佛云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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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板的拱度不一
,

是什么服因造成的

侧板的拱形状态是古筝制作的重要指标
。

拱度

不够
,

即琴弦装上后与 中央部位的面板未呈贴合状

态
,

则装上筝码后极易产生
“

移码
”

和
“

跳码
”

现

象
。

由于同一种材料
,

其密度有时也有差异
,

或含

水率不一
,

或加工规格的偏差 以及胶合剂等诸多 问

题
,

都会使成品古筝在琴弦受力后的平衡状态中产

生不同程度的变形
。

另 外
,

不同松紧的面板应力不

同
,

也会造成侧板的拱度不同
,

如下图

二二

一 一
一二刘匕二 , 代

一
石二二

一 一 一
二二二二二文 一 一 一

装配前拱度

侧板上端有镇条与无镇条有何区别

原行业 中北京和扬州地区生产的古筝样式 中
,

侧板上端及面板的边沿处
,

镶有一条装饰边
。

现
“

敦

煌
”

牌 古筝的的产品上也镶有更为细巧的装饰

条
,

这主要是 古筝的侧板贴面是用合成板制成

的
,

合成板的端 口 有夹层显现
,

故用 装饰条盖之
,

而

其它敦煌古筝均用 实木贴面
,

端 口 易做光
,

无需装

饰镶条
。

有无装饰镶条对音色不会产生影响
。

底板材料用三央板和泡桐板有何区别

底板是古筝共鸣体的组成部分
,

其对音色的影

响较大
。

有的厂家将三夹板用做底板
,

把它看成与

音色无关的一个部分
,

这是非常错误的
。

底板的一

个最大的功能是将面板传导下的音波进行适当 的反

射和少量吸收
。

如果只有反射和少量吸收
,

共鸣的

混响时间过长
,

音质的清晰度明显受到影响
,

还有

在整个共鸣体振动 中
,

夹板的振动状态也是不 良的
。

而泡桐在这方面性能优于夹板
。

同 时
,

用做底板的

泡桐材料也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

底板为什么易开裂

当应力大于底板的承受极限时
,

底板即开始开裂
。

为 了防止开裂
, “

敦煌
”

古筝在底板出音孔周 围都加

贴了 防裂保护木片层
。

有 的开裂是和底板湿度偏

高
,

或使用地气候过于干燥有关
。

小的开裂可 以用 胶水修复
,

大的开裂要根

据实际情况用猪皮胶拌泡桐木屑补填
。

再经磨平
、

上色等工序
,

修补后一般无明显疤痕
。

底板上的奋孔大小是如何确定的

古筝底板上有 个出音孔
。

前 出音孔呈半 圆状
,

中 出音孔为长声形
,

后出音孔是根据 形岳 山 的走

向确定的
,

为的是方便换弦
。

出音孔的大小和数盆

分布
,

与古筝的音质有密切关系
。

出音孔太大
,

共

鸣体回音减弱
,

古筝余音偏短
。

反之 出音孔太小
,

共

鸣体回声增强
,

古筝余音偏长
,

音质的清晰受到影

响
。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古筝的出音孔是因筝而异

的
,

但企业 目前普遍执行的是平均法则
。

尾端的三角形花板为什么容肠开裂

相对来讲
,

长方形花板开裂较少
,

其中的主要原

因是复合在面板上的贴片纹理和泡桐板纹理呈

收缩扩张相互制约
。

而三角形的花板与泡桐板为一

个方向
,

如果仿效长方形花板的做法
,

则 因造型问

题
,

三角形花板的局部复贴较为 困难
。 “

敦煌
”

古筝

目前在贴片的下方
,

加贴一层防裂片
,

有效解决因

泡桐和贴片材料收缩率不一致等原因
,

而导致的花

板开裂问题
。

穿弦孔贴面开裂是什么服因造成的

穿弦孔开裂是一常见的缺陷
,

虽然它不影响古

筝的音色
,

但令人过 目难堪
。

易裂部位一般在 巧 弦

孔至 弦孔之间
。

如图

移动方向

应力

又
应 力

夕
穿弦板

虽然底板的复合
,

在一般情况下是无预应力的

复合
。

但因为面板的预应力较大
,

在共鸣体合成后
,

底板受到面板的应力作用
,

也开始新的应力平衡
。

这些孔位装的弦较粗
,

受力 巨大
。

在长期受力

的情况下
,

薄薄的贴片承受不 了如此大的拉力
,

弦

孔一侧在拉力的作用下
,

慢 漫向弦码方向位移
。

这

种拉力很容易把与琴弦成
。

左右的纹理拉开
。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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