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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琵琶曲 《月儿高 》的第十段
“

玉宇千层 ” ,

是一个极富特色的长轮段落
。

右手先以 的力度
,

用稍快速率的长轮演奏 渐强后慢慢转用慢速率的长轮演奏
,

力度随音乐的起伏作强弱变化 轮指随

力度强弱的变化作快慢起伏 再配合左手大而慢的揉弦
,

使乐曲的旋律起伏跌宕 扣人心弦
。

长轮速

率的快慢变化
,

更给人一种
“

小珠滚动 ” 之妙趣和 “ 大珠落盘 ” 之气势
,

使富于幻想的音乐
,

极为生

动壮观
。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

掌握了轮指基本功
,

只是轮指运用的第一步
。

在演奏中怎样准确地
、

合理

巧妙地运用轮指速率
,

以加强其表现力则尤为重要
。

因此
,

轮指要通过各种速度的练习
,

做到要快则

快 要慢能慢
,

文武兼备
。

使其既和谐又富于对 比地运用于各种乐 曲中
,

把曲作者的意图与具体的技

术手段很好地结合起来
。

赵 毅

古筝移码转调法乐理探析

占筝是以五声音阶排列定弦的多弦乐器
。

五声音阶的定弦方式是 以中国传统音乐五声调式为基

础的旋法习惯对古筝音位排列规范的反映
。

这种定弦使得古筝在演奏传统音乐时得心应手 并能从

演奏方法上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中五声调式的 “ 正音 ” 与六声
、

七声调式出现的 “
变音 ” 之间的理

沦关系
。

古筝发展到当代
,

由于音乐创作观念的更新
、

手法的拓展
,

古筝音乐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
。

与

传统筝曲相 比较
,

现代筝 曲对调性应用的多样性是较突出 的一个方面
。

传统筝 曲大 多是在墓本调

基本定弦的调 上演奏
,

调性往往比较单一 现代筝曲的创作者除了在表现形式
、

演奏技法等方面

加 以 丰富
、

创新之外 在乐曲的调性变化上也做了许多尝试
。

总的来看 古筝独 奏曲的转调是有序

的 这种有序性反映在创作者基于古筝转调的方便 顶先就对调性转换做了顺序上的安排
。

但是
,

在古筝与其它各种乐器的组合形式中 重奏
、

合奏
、

伴奏等
,

要求古筝演奏者完成乐曲

规定的调性转换基本上是无序的
。

就是说创作者并不仅仅根据古筝转调的难易顺序安排调性转换
。

这就给古筝演奏者提出了如何解决古筝五声音阶定法转调不便 以适应现代音乐创作的间题
。

目前古筝的转调主要有三种办法 一是改变弦的张力转调
,

通过在古筝上安装机械装置改变筝

弦的张力来转调 二是蝶式筝 将弦数增加近倍
,

筝码两侧交错按照十二平均律音高顺序定弦 以求

转调的便利 三是移码转调法
。

前两种办法是通过乐器改革的实践为解决古筝转调不便进行的有益

探索
,

但因它们使得乐器本身变长加重 移动不便
,

而且蝶式筝因稍异于 传统古筝的音质诸方面原

因 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

至今还未能普及开来
。

当前在古筝上应用得最 为普遍的是移码转调法 即

将古筝某弦的码子向右或向左移动 借此升高或降低该弦音高来完成转调
。

这种转调方法的不足之

处是转调程序较为繁琐 但通过音乐理论的学习和正确的操作 是可口
一

逐步达到演奏中转调的墓本

要求的
。

它的长处是能够在各种形制的古筝上完成调性的转换 不需增加附属装置 在具体应用中

对各个乐曲调性的不同要求反应较为灵活
,

故而移码转调法为古筝演奏者采用的墓本转调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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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移码转调法应用得很普遍
,

但是到 目前为止还未见有对这一方法进行理论上系统归纳的文

章
,

基本上停留在 口 传手教的实践阶段
。

据笔者了解 不少经过十年音乐学院专业学 习的古筝学生除

了会转几个在独奏曲中常用的调之外
,

看到距基本调关系较远一点的转调就手足无措
。

会转的几个

调也大多是只知道某个调是移动某某码子
,

至于古筝各个转调之 间的规律是 什么 与所学的音乐理

论中有关转调的论述有何异同 则知之甚少
。

文艺团体中一些古筝演奏员坐乐队时对转调的苦恼也

有类似的原因
。

鉴于此
,

笔者近几年结合古筝的教学 对移码转调法的规律做了些探讨
,

试 图从理论上进行一些

归纳
。

下文和 图表即是笔者从乐理上对移码转调法的分析
。

古筝的墓本定调是 调
。

由墓本调向乐理的升种调转调时 古筝不是升高
、

而是 降低基本调 中的

某音 左移筝码 以达到转调 同理
,

由基本调转到乐理的降种调时
,

古筝不是降低
、

而是升高基本

调中的某音 右移筝码 来转调
。

这是古筝在转调方式上与乐理不一致的所在
。

古筝移码转调法的规律是 一
、

转向升种调 调号中升号增加
,

向相邻的升种调转调
,

只把

原调的主音降低半音
。

转向相隔一个升种调以上的各升种调 则将原调及 中间所隔各升种调的主

音都降低半音
。

二
、

转向降种调 调号中降号增加 相邻转调
,

将原调主音上方三度音升高半

音
,

成为新调的主音
。 ,

转向相附一个降种调以上的各降种调 把瓜调和 中间所隔各降种调主音上

方三度音都升高半音
,

即构成转调
。

为了便于记忆 将此规律编成几句 口 诀如下

古茶移码转调法 口诀

调 号降
,

古筝升 邻升 只 冷原主音
,

调 号升
,

古攀降 隔升主音则 统 降

皆是反 方 向
。

邻降升主上三 度

隔降上三 都升 光
。

本文仅是笔者在教学中的一点心得
,

写出来以期能对古筝演奏和创作者 了解移码转调规律有些

帮助
。

疏偏与不当之处 敬请指正
。

盈不廿杯

《古苹移码牲塑一览表 》

争 进习 幼

升种调

降低原调 主音 小 二 度

‘‘匆自匆自
,食叮︸内‘︸山月不月爪声陌吧一一

人

荃本调 —

由 降种调

气扣街几甸‘幻国自
,,

由国困如知和枷白

升高原调主音上方三度音 小 二度帐卜怡气︸七巴石︸

工﹄卜

白﹄﹄卜
···

囱
‘止、︸吻︸﹄

曰卜﹃‘尸卜

‘,‘侧﹄廿

‘夕
浦不了飞

两 卜。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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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

音高采用 固 定筒谱记 法
。 , 中央

,

只 择 取 一 个 八度 以 内的音 为例
。

、

口 内音为各调 主音
。

、

内音为原调 主音降低 后 的音高
。

谭 军

笙的传统和音音响在应用 中的特殊表现

一
、

传统和音的结构与音晌特征

所谓传统和音是指笙在演奏过程中通常使用的 较为固定的 带有程式化的和音
。

有关笙的传统

和 音的构成法 可散见于文献中
。

据童斐的 《中乐寻深 》记载 笙管和音之法
,

律 吕正义言之最为

简要
,

律 吕正义云
,

以本声为宫
,

而徽声和之者
,

为首音与五音相和
。

以正声为主 而清声和之者
,

为

两声子母相应
。 ” 也就是说 笙的传统和音有两种荃本的组合形式

,

即完全五度和弦与完全八度和

弦
。

例 完全五度和弦

主音漩律音
例 完全八度和弦

在实际应用中 也有把以上两种传统和音的构成方法进行综合
,

而产生出第三种传统和音

例 完全五
、

八度和弦

和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