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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妮

古筝汽音五度相生调弦法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内 容 提 要 〕多年 来

,

古 筝的调弦 一 直是 筝的演奏中一个很 棘手 的 问题
,

本人在长期 的 艺

术 实践 中
,

用 我国五度相 生 的 理论对 古 筝的 调 弦进 行 了探索和研 究
,

总结 出

了泛 音 五度 相 生 的 调 弦 方法
,

对如何 调好 古 筝弦
,

具 有一 定 的理 论意义 和 实

践意义
。

〔关 键 词 古 筝 五度相 生 法 调 弦 法

内容类别词 表演艺术

古筝是我国一件古老的拨弹乐器
,

在长期 五个音
,

《管子
·

地员篇 》是先求下方四度音而

的发展过程中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阶和不同 得出五音
,

而后来的《吕氏春秋
·

音律篇 》中则

流派的演奏风格
。

但是
,

在这 由多根弦组成的乐 是先求上方五度音而得出五音
,

《管子 》与 《吕

器上
,

如何把琴弦调准
,

使其音准和产生最佳的 氏春秋 》所求出的五音是相同的
。

这五个音便形

音响共鸣
,

多年来一直是演奏者为之困惑和苦 成了五度音列
,

把五度音列中的各律轮流作为

恼的一件事
。

本文就这一问题提出以下见解和 主音
,

就可以构成五种五声调式
,

五声调式就是

把 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及所摸索出来的经 由一律出发
,

向上连取四律而成
。

由于这五个音

验书于纸上
,

望筝界同行和有识之士批评指教
。

相邻之间的音程都是大全音和五度律
,

所以
,

五

一
、

关于
“

三分损益法
”

和
“

五度相 声调式的构造也相对 比较简单
。

生律
” 振动体的三分损一 即一根弦长的 所
、 “

三分损益法
”

发出的音
,

要 比这个振动体全长所发出的音高
“
三分损益法

”

是我国古代律制的一种计算 纯五度
,

三分益一所发出的音比原振动体全长

方法
,

以战国时期管仲在《管子
·

地员篇 》中提 所发出的音低纯四度
,

下方纯 四度也就是上方

出的理论为最早
。 “

三分损益法
”
是把一个振动 纯五度的转换位

,

所 以
,

这种律就是五度相生

体在长度上均分为三段舍其三分之一
,

取其三 律
。

分之二
。

称之为三分损一 同样均分为三段加其
、 “

五度相生律
”

三分之一成为三分之四
,

称之为三分益一
,

如此
“
五度相生律

”
是应用倍音列中倍音 即纯

继续相生而成各律
,

统称之
“

三分损益法
” ,

亦 五度 而构成的一种律制
,

既 由一律 出发并根据

称
“

五度相生法
” 。 “

三分损益法
”

既是生律的方 三倍音对二倍音的距离产生一次律
,

再 由此律

法
,

也是定律的方法
,

所以又称
“

五度相生律
” 。

依同理产生再一次律
,

如此继续相生多律
,

最后

据记载
,

管仲只计算出了
、 、 、 、

作八度移动以归于一组之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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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 比音而乐之

”

中的
“
比音

” 。

什么是倍音 倍音是把一个音作为基音
,

然

后使其振动频率成倍升高
。

例 至轰舀至呈星呈月
叫 卜

基音 第二倍音 第三倍音 第四倍音

频率

其运算方法是 基音频率 又 一

也就是 — 第三倍音是 一

,

即 — —
,

也就是第二倍音列到第

三 倍音的距离产生一次律
,

即 。一 纯五度音

程
。

由此相生产生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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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基音的倍音是 处

,

基音的上方五度是

处
,

由此看来泛音点与三分损益法有着密切

的联系
。

从以上 图表我们可以看出
,

出现的泛音点

与我国古代的
“
三分损益法

”
的音值比例相同

。

三
、

泛音点与
“
五度相生律

”
的联系

在谈泛音时我们曾谈到泛音振动的频率是

基音的倍数
,

这一点同我们所谈到的五度相生

律的倍音关系是相吻合的
。

如下图

一次律 二次律 三次律 四次律五次律 六次律 七次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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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五度

基答示于 落雍丽百 落刃、音音第

‘

第四倍音
三介合普

第三倍音第二倍音

基音

二
、

泛音
、

泛音是在一弦上固定位置的某一点上
,

经振动后发出的音称泛音
,

其振动的频率与倍

音相 同
,

也就是说与基音振动的频率是倍数关

系
。

例

卜

—
一

一
—

一基音

、

泛音点
。

泛音点即泛音发音的固定位置
,

在同一根弦上有若干个泛音点
,

但不是任意什

么位置上都有泛音点的
,

泛音点也是有其规律

的
。

下面我们把古筝泛音点的有效音高用图标
明 告

厂 纯 五度 、 · ’

、

,

百一
,

空弦为

一

一
从图上可见泛音点的比例位置是 处有

点
、

处有点
,

如下图

一 十 一

—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月

从基音出发
,

第二倍音正好是 处泛音点
,

第

三倍音正好是 也可 处泛音点
,

第四

倍音正好是 处泛音点
,

这样也可以证明五

度相生律也是根据泛音来确定并 由此相生的
。

根据上述情况
,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 五度相生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根据

泛音点而确立和发展的
。

人类的社会实践向我

们证明
,

一切理论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
,

而人

类的实践必须同物质本身相结合
,

如果实践没

有物质作基础
,

这种实践也就不会存在
。

如果我

们的古人没有发现泛音点又怎能知道 处是

纯五度而根据五度相生成十二律呢 关于这一

点
,

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

在此就不进行叙

述 了
。

四
、

用泛音做桥梁
,

将五度相生法在

筝上运用

我们在前面曾谈到
“

五度相生律
”

的基音在

相生过程中不能还原的问题
,

我们的前人在长

期的音乐实践中也曾进行了探索
,

虽然南北朝

时期的何承天运用了均差的分配办法
,

解决了

基音不能还原和
“

旋相为宫
”

的问题
,

但这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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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还不是准确的十二平均律
。

这是因为何承天

只是在一个八度 内解决了音与音之间的音差问

题
,

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个 八度音与音之

间平均音差的问题
。

我国明代末年的朱载靖所

提出的
“

新法密率
”

理论是用等比级数的算法将

一个八度平均划分为十二律
,

所计算的是弦的

振动频率
,

而不是弦的长度
,

这就解决了近两干

年始终没有解决的律学难题
,

但由于这一成果

不能在中国的乐器上付诸于实践
, “

只能作为是

一个数理方面的问题
,

而没有能够对音乐做出

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 日

·

田边 尚雄 《音乐音响

学 》
。

同样的道理
,

在筝的实际调弦过程中
,

仅

用数据是无法调好筝弦的
。

因此
, “

古筝泛音五

度相生法 ”可以为我们调好筝弦打开方便之 门
。

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古筝是 以五声音阶

为基础的乐器
, “

古筝泛音五度相生法
”

也只是

采用了
“

五度相生
”
的原理

,

因此在调弦的实际

过程中还需使弦的音高与十二平均律
“

靠近
”以

方便转调
。

也就是说在使用泛音五度相生调弦

时
,

五度的音高要稍低 — 个音分
,

基音

到倍音 要一开始就还原
,

使四个八度相 同
。

由于五 度相 生律相生 的次数越 多其音差就越

大
,

所以古筝的 根弦可分成四个八度
,

首先

要在一个八度之 内相生完成各音程
,

然后 以这

个调好的八度音程为基准
,

上下分散调弦
,

这样

就等于我们在一个八度 内相生四次
,

还原也是

比较容易的
。

例如

九根弦上确定
“ 。 ” 音 为方便起见

,

我们在这

里用唱名注称
,

这个
“ ”

音可以是 自己琴上

最佳音高的位置上的一个音
,

用什么调不限
。

然

后
,

调准其余三组
“ ”

音
,

即 低音
、

中音
、

高音组
。

②在中音区
‘

, ”

弦上的 处的 处打

泛音
,

找到五度音程
“ ”

音
,

这个 处的

处也正是弦总长的 处
。

例如

一
一刃 一好

争 一一 一 一一一阅 , 一 叫卜 一
,

刊卜

、 、 , ,

一一 一 一 一夕 、 一 一 一洲

找到 泛 音
“ 、 ” 以 后 再 将 实 际 要 调 的

“ ”

按照泛音
”

来调准 为方便把实际要

调的音简称
“

实音
” ,

这样
,

实音
“ ”

便调

好了
。

③在调好的实音
“ ”

音弦的 处找到

泛音
“ ” ,

再在泛音
“ ”

的 处的 处

找到泛音 来调实音
“ ”

①在调好的实音
“ ”

上的 处找到泛音
“ ” ,

再在泛音
“ ”

的 处找到泛音
“ ” ,

根据泛音
“ ” 来调实音

“ ”

⑤用同样的方法在调好的实音
“ ” 的

处找到泛音
“ ” ,

根据泛音 的 处找泛音
“ ”

来调实音
“ ” 。

到这时
,

都已在一个八度之 内调好
,

再以中音区调

好的弦为基础上下调八度
,

整个弦就调完了
。

现

用下图来表示顺序 用 简谱表示

一次律 二次律 二次律 四次律

一 一
斤

一 一 一 一 一〕

这样
,

一个八度的 的基本

音便得出
,

其它三个八度的各音便可按照这五

个音上下八度调弦了
。

五
、

古筝泛音五度调弦法
、

原调调弦法

①首先在中音区确定一标准音
,

如果在第

实 泛音
、

第
一

次律
丫
第二次律

丫
第三次律

甲
第四次律

、

转调调弦法

五声音阶的转调与七声音阶的转调不 同
,

七声音阶向属方 向转调 时是将 音升高半音

成为下一个调的导音
,

将 音作主音
。

向下

属方 向转调将 音降低半音成为下一个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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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音
,

而原调下属音 作为主音
。

五声音

阶恰巧相反
,

由于 没有 音
,

所 以在向升种调

转调时不是转向属音而是转向下属音
,

把 音

升高半音成为 音
,

而这个 音就是下一个调

的主音 。 ,

降种调转调时是将 降低半音成

为下一个调的 音
。

①升种调转调方法

把原来的 当作 音
,

将被要升高的原

调 音升高半音成 音作为新调的 。 音
,

在

新调的 音的 处的 处打泛音
,

这

个泛音 不准
,

要按照新调 的实音 来校

对
,

移码或转 调 琴 微调 直 到 泛 音 与实 音

,’
”

相同为止
。

例如

原调 新调
泛音

音
音

工 音
音

音

泛音 按新调实音 调准

②降种调调弦法

降种调是将原来的 。 音
,

降低半音成为

音
,

即是新调的 音
。

调弦方法是在原调 音

弦上的 处的 处打泛音
,

这个泛音

就是新调的 音
。

例

原 周 新调

音

按泛音 调此弦成 音
。

然后将原调 参照泛音 音调准
,

就成为新

调 音了
。

由于一个琴体 的面板处不 同张力着 根

弦
,

所以我们在使用泛音五度调弦法时
,

首先从

中音区开始
,

然后从中音区向两面八度调弦
。

如

果从一端开始调弦
,

就会出现一端松一端紧而

使琴的面板变形
,

当从一端向另一端调弦时张

力就会改变而使原来调好的音又不准 了 为使

用泛音方便
,

首先确立一个基音
,

如果在中音

区
,

这样上下音的音差会缩小
,

另外
,

在中音区

打泛音也 比较容易听出来
,

古筝的泛音声音也

比较大
,

以中音区的 音为基音上下五度有转

位的余地
。

以上的调弦方法是笔者在实践 中不断进行

总结而得出的
,

因此在掌握 了基本理论和方法

之后
,

还需在实践 中反复练习
,

经常使用
,

并在

实践中使耳音形成固定的五度关系
,

在有了固

定的五度关 系概念之后
,

就可以不用打泛音而

直接用五度相生的关系来调琴弦了
。

此外
,

在调

弦中最好能熟练掌握和认清琴弦上的 和

处的泛音点
,

以达到能准确
、

快速调好琴弦的

目的
。

《泛音五度相生调弦法 》是我多年来一直研

究的题 目
,

通过 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对学生进行

训练的实践结果证明其效果很好
,

尤其对音程

概念印象不深和没有受过视唱听音训练的初学

者来说更为方便
。

这种方法在演出前各种乐器

的声音和各种调式的音响混杂在一起的情况下

使用
,

可以排除各种调的干扰并能准确地调好

琴弦
。

但这只能是一种调弦的方法
,

绝不是唯一

的方法
。

笔者意在以此作为引玉之砖
,

希望听到

不同意见
,

以共同推动古筝艺术的研究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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