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知多少
古筝

, “

施弦 高急
,

筝 筝然也
’‘

其典 型 特点在 于 声

音 高 亢 洪 亮 激 越 和 柔 曼 的乐 曲都能 表 现
。

古筝共 鸣箱

大 面 板上 置 有柱
,

弦 的振 动通 过 筝柱传 到 面 板 进 而

通 过共 鸣箱 的反 射 等作 用 获得 或清脆 明 亮或浓厚 饱 满

的乐音
。

而 古琴
,

相 比 之 下 共 鸣箱 小 声音 多不 可 远

传 唯有近 听
。

除 此 形 制 上 的特 点 之 外 演奏者是 否 用

假指 甲
、

演奏 的力度等等 都会影 响到声音 的亮度 和饱

满 度
。

这里 我 们 来探讨 一 下 假 指 甲 又 称 义 甲 的一 些

学 问
。

戴 假 指 甲 弹 筝并非今 人 所 创
,

而 自古 已 有之
。

唐诗

人 杜 甫有
“

银 甲弹 筝用 金 鱼 换 酒 来
“

的诗句 称 其 为
’’

银 甲
‘’ 。

今 人 弹 筝 多戴 用 义 甲 以减 少真 甲 的磨损
,

也

有不 用 者
,

则 以老 辈 演 奏 家
、

艺人 为 多
。

戴或 不 戴义 甲

弹 筝 可 谓 各 具 特 色
。

戴 用 假 指 甲 更 能 体 现 出 古 筝 乐 器

筝 筝 然
‘ ’

的特 色
。

现 代 人 弹 筝 多双 手 戴 指 甲
,

这 些 作

品 多为 双 手 弹 左 手 参 与伴奏
、

弹 奏复调 等 较 多
,

双 手

戴 义 甲是 为 了 追 求音 色 的统 一
、

声音 的 亮度 等等
。

不 戴

义 甲 弹 奏 则 因 肉 指 肚 甲 真 甲 并 用 而 音 色 变 化

典 型 风格 更 显 拙 朴 特 别 适 合 一 些 传 统 乐 曲的 表 现
。

有 一 些 古 筝 音 乐 作 品 特 别 是 表 现 宁 静
、

空 灵
、

渺 远
、

幽 深 等 意 境 的 比 如 《香 山 射 鼓 》
、

《梅 花 三 弄 》 歌 曲

版 等 虽 然 也 有左 手 参 与 伴 奏 甚 至 弹 奏 主 调 但 是 不

用 义 甲 为 宜
。

而 且 在 一 些 左 右 手 齐 头 并 进 的 作 品 中 或 者

段 落 虽 然 左 手 戴 义 甲 也 多用 小 指拨弹 以追 求柔 和
、

温 雅 的音 色 的 如 《瑶族 舞 曲 》开 始模 仿鼓 点 节奏型 的

几 个 小 节
。

古 书 义 甲 的 形 状

既 然 义 甲 自古有 之
,

那 么 我 们 肯定对古人 所 用指 甲

的形 状 以及 怎样 固 定 指 甲 产 生 疑 惑
。

古人 弹 筝 多用 像 蚕

茧 形 状 的 指 套 固 定 指 甲 这 是 一 个 比 较 难 以 确 定 的 回

答 但 却是 一 个 大 胆 的推 测
。

不 过 从现 代所 沿 用 的义 甲

形 状 与 绑 缚 方 式 看 主 要 分 为 外 戴 指 甲 和 内 戴 指 甲 两

种
。

前者 是 模 仿 真 甲 形 状
,

将 材 质 加 热 变形
,

用 胶 布绑

缚于 真 甲一 面
。

外戴指 甲又 可 以分 为勾 留式
、

镂 空 式 等

样 式 勾 留式 指 甲 通 过边 侧 的勾 留来 固 定
,

镂 空式 则是

在真 甲 的周 边 加 上 一 段 套住真 甲
。

后 者 则是将 指 甲绑

缚 于 指肚一 侧 与真 甲平 行相 对
。

外戴 指 甲在早 期 以及

民 间 比 较 多见
,

琴 弦 过处 常伴 有指尖 肉声 听 来 比较

柔 和 但 触 弦 相 对 迟 钝
。

内 戴 指 甲 则 与 弦 有 更 好 的 接

触
,

使 发 音 清脆 明 亮
,

触 弦 轻 快 容 易 上 手
。

随 着 古 筝

艺 术 交 流 的 推 动 一 些 民 间传 统 的戴 法 逐 渐 被 淘 汰
、

摒

弃 了 义 甲 内 戴 的 方 法 大 兴
。

绑 缚 方 法
、

运 指 触弦 等 各 方 面 的便 捷 使 内 戴 指 甲 成

为 今 人 习 筝 弹 筝最 普遍 或 者 说 通 用 的 戴 法
。

其 形 状 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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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定 的造 型
。

古筝义 甲 的长 度一 般

在 一 公 分 有小
、

中
、

大不 同

的型 号 划 分
。

以 四 个 为一 套 除 大

拇 指 略 弯
,

类似 长 茄 形
,

其 余 三 指

都 是 梨 形 长 条 状
。

义 甲 指 根 宽 大
,

便 于 与手 指 指 肚 有很 好 的 结 合 以

防脱 落
。

甲 尖 与 边 侧 光 滑 圆 润 以

便 触 弦 发 音 尽 量 减 少 不 必 要 的 杂

址‘

曰

以前 的义 甲正 反 两 面 都 比较 平

板
,

弹奏 中很容 易伴 有杂音
。

随着

工 艺 的进步
,

义 甲 的做 工 越 来 越 精

细 越 来越 专业 化
、

人 性化
。

比 如

为 了 减 少触 弦 时 发 出 的 杂 音 将 义

甲 的触 弦 的一 面 加 工 成 略 隆 的 浅 弧

形
。

这 种指 甲 也 因 其 更 为精 致 的造

型
、

良好 的手 感 和 触 弦 感 受 到 弹 筝

人 的青 睐
。

又 比 如 为 了 义 甲 与 手 指

更 方 便 的吻合
,

使指肚 不 受过 度挤

压 的 同 时 又 不 易脱 落 而 将 贴指肚

一 侧 加 工 成 浅 凹 槽 形 的指 甲 等等
,

也 越 来 越 受到 弹 筝人 的喜欢
。

早 先 的 指 甲
,

左 右 手 可 以 通

用
。

比 如 右 手 义 甲
,

只 要 将 大 指 义

甲翻 一 个 个 就 可 以 把 右 手 上 的换

给 左 手 戴 了
。

而 加 工 有 凹 槽 的 义 甲

则 只 能 戴 在 右 手 或 者 左 手
,

不 可 互

换
。

目前古筝 义 甲 的 制作
,

越 来越

考虑 到作 品 因 素
。

右 手 和 左 手 的义

甲被 拼 装 在 一 起 成 套 出售
。

而 这

种 左 右手 套 装 义 甲 的产 生 不 可 否

认 与 双 手 弹 繁 复 的 现 代 筝 乐 作 品 有

很 大 的 关 联
。

古攀义 甲的材质

义 甲 是 一 种增 加 乐 器 发 音 音 量

的拨 片 对 材 料 的硬 度 有 着 特 别 的

要 求
。

古代 弹 筝 用 的假 指 甲 在 材 料

应 用 方 面 较 为 受 限
。

因 为 当 时 生 产

力
、

科 学工 艺 等诸 多 方 面 的 落 后 与

欠 缺 自然 要 比 当今 义 甲 的 制 作 材

料 少
。

古 时候 能 用 的 材料 多限 于 动

物 的骨骼
、

躯 壳
、

牙 齿 如 象牙
、

角爪 如 鹿 角 等
。

而 当今 的义 甲

制 作所 用 材料就 繁 多 了
。

除 了 取 自

动 物 的 躯 体 的 材 料 如 牛 角
、

袱 帽

壳
、

穿 山 甲 鳞 片等材 料夕卜 还 用 有

机 化 合 的材 料
,

比 如 赛璐 璐
、

塑 料

片 等 等
。

目 前 所 使 用 的义 甲
,

以 琅 帽 为

材 者 居 多
。

仿 造 堆 帽 的 指 片 也 很

多
。

正 宗 的袱 帽 义 甲纹路 清晰 指

面 光 滑 铿 亮
,

也 有 面 色 呈 黑 褐 色

者
。

仿 造 的指 片 则 纹 路 粗 糙 不 精

花 色 暗 淡
。

穿 山 甲 片 较之 难 渭 更 为

难 得
,

且 市 面 多不 见 售
,

而 以专业

弹 筝 者 用 之 居 多
。

以 牛 角 为材 的 义

甲 耐 磨 性 没 有 前 两 种 材料 的 好

用 的 时 间 久 了 容 易 开 叉 进 而 劈

裂
。

所谓
“

铁柞磨成针
” ,

义 甲也 同

样
。

义 甲与 琴 弦 的不 断接 触
、

摩擦

会 造 成 义 甲 的磨损
。

取 材 于 动 物 躯

壳而 制 作 的义 甲 磨损 的程 度 是 不

尽 一 样 的 这 要 视 动 物 躯 壳 的 硬

度
、

密度 以 及 假指 甲 厚 薄 而 分
。

比

如 义 甲 指 面 抛 光 光 滑 无 瑕 疵 而 厚 度

适 中者 使 用 寿命长 些
,

而 那 些 厚

度 偏 薄
,

指 面 有 轻 微 裂 纹 等 瑕 疵

者 很容 易 出现 甲尖开叉
、

断裂
、

磨

损 等现 象
。

由此 习 筝者 在选 择 义

甲 时 需 要 看 制 作 的选 材
、

义 甲 的

厚 度
、

手 感等各 方面
。

此 外
,

戴 用 什 么 样 的指 甲也 可

以 看 自 己 使 用 什 么样 的琴
。

有 些 厂

家就 根 据 这 些 设 计 推 出 不 同 的义 甲

产 品 比 如 专 门 为 传 统 钢 丝 筝 设 计

的 穿 山 甲 义 甲
。

这 种指 甲 外观 上 温

润 如 玉 厚 度 适 中
,

手 感 良好
。

而

触 弦 一 面 略 隆 的弧 形 设 计 使 得 与 琴

弦 的接 触 更 加 方 便 并 尽 量 减 少 杂

音
。

钢 丝 筝 与 通 用 的尼 龙 缠 弦 筝 不

同
,

因 为 是 钢 丝 裸弦 没 有 尼 龙 缠

绳 等 外 包 装 由此 更 容 易 生 锈
。

而

这 种 情 况 又 更 加 容 易 造 成 义 甲 的 磨

损 由 此 硬 度
、

厚 度 都是 选 择 义 甲

考 虑 到 的重 点 要 素
。

古 筝义 甲 各 方面 对 音 色 音 质 的

影 响及 挑 选 戴 义 甲 的注 意 问题

弹 奏古 筝 排 除 开 弹 奏者 本 身

的技 术 因 素 能 有一 副好 的义 甲 助

阵
,

将 会 令 自 己 的弹 奏 生 辉
。

义 甲

的大 小
、

长 短
、

厚 薄等 都可 以 影 响

到 弹 奏 的音 色
。

先看 大 小
。

弹 奏者选 用 义 甲应

该
“

量指而 用
“

也 就是说 需要 看 自

己 手 指 的特点 来选 择
。

古 筝义 甲 的

选 戴 是 讲 究 手 感 的 需 要 找 到 义 甲

跟 指肚 最 好 的结 触 感觉
。

成 人 不 能

戴 用 小 号
、

中号 的 义 甲
,

首先 是 义

甲 与 指 肚 不 能 很 好 的 结 合 手 感

差 重 要 的则 在 于 不 能 方便 触 弦 以

获 得 优 良的音 色
。

儿 童 也 尽 不 要

选 戴 成 人 的大 号 指 甲 因 为 儿 童 的

手 指 短
,

各 个 关 节部位还 没 有发 育

完 全 不 够长 在 弹奏 时过 大 的义

甲容 易 妨 碍 关 节 这 里 指 的是 手 指

的第一 小 关 节 的弯 曲
,

而 且 弹奏

出 的 声音 也 多 笨 重
。

长 短 方 面 则 可 以根 据 手 指 的

粗 细 长 短 而 定
。

比 如 手 指 粗 短 者
,

可 选 用 略 长 的义 甲
。

至 于 厚 薄
,

如 果 我 们 足 够 细

心 就 会 发 现 厚 薄不 一 的义 甲 对 音

色 音 质 的影 响 了
。

一 般 而 言
,

义 甲

偏 薄者 触弦 发 声偏清脆 单薄 而

偏 厚 者 触 弦 发 声相 对 厚 重 有 时

也 会 有 发 闷 的感 觉
。

当然 这其 中

也 不 能 排 除 弹 奏者 个 人 技 术 方 面 所

造 成 的 偏 差
。

至 于 弹 奏 者 弹 筝 触 弦 的 角 度
、

深 浅
、

力 度
、

弦段
、

发 力的部位等
,

都 是 影 响 音 色 音 质 的 主 观 因 素 了
。

一 般 而 言
,

触 弦 要 稍 有 一 点 点 角

度
,

这 样 的 发 音 才 会 圆 润 不 呆 板

触 弦 过 深 会 影 响 到 触 弦 时 所 需 要 的

爆 发 力 声 音 笨 重 过 浅 则 容 易 造

成 蹭 弦 声 音 发 虚 等 等
。

都 是 需 要

注 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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