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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转调筝在扬州全国古筝

学术研讨会上首次亮相引起了强烈

反响
。

次年
,

中央电视台成功举办

了新筝的专题讲座
,

因备受关注赞

誉
,

所以音像图文随之出版发行
。

新筝的人气持续上涨
,

劲头愈来愈

猛
,

呈现随地生根
,

四处争艳之势
。

年 月在北京成立了 中国新筝

专业委员会
。

参会者来 自全国各地

除台湾
、

西藏两省区
。

国家领导

和相关专家教授出席了成立大会
。

并给予了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的

王天一新筝音乐会高度的评价
。

紧

接着中央民族大学
、

沈阳音乐学院

及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或

准备开设新筝专业
。

这种态势迫使

原不以新筝为然者很难再保持沉

默
,

于是引发了一场新筝古筝之对

话
。

对话诱因虽起于筝
,

涉及到观

念性的问题却对整个民乐事业有一

定意义
。

因此
,

我们 由衷希望籍此

能提高一些认识
,

澄清一些是非
。

新筝是大家对新型转调古筝

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
。

有些朋友对

此有些误解
,

将新筝古筝的新与古

绝对对立起来理解
。

甚至以为只要

把新筝这一名 词概念否认抹煞干

净
,

新筝这一新事物 自然就名不正

言不顺地存在不下去了
。

其实筝是

实体
,

新和古只是时间概念
。

正确

的判断应为古筝是源
,

新筝为流
,

没有革故鼎新
,

古筝艺术很难永远

令人着迷地辉煌下去
。

所以在认识

新筝之前
,

不得不从古筝说起
。

古筝从很早前的
“

五弦筑身
”

再到 世纪的 弦
,

历经了 多

年漫长的衍变
,

第一次弦数的增加

既扩展了音域又增加了技艺和表现

力
。

数千年来
,

不知多少文人骚客

将其视为伴侣
,

可以说除了古琴
,

筝是最具东方传统文化色彩
,

最国

粹的乐器
。

这么一件蕴涵着秦关汉

月
、

暮鼓晨钟之古典美的乐器被进

行了极大改革
,

的确有点太残酷太

伤情感
·

既然如此
,

不改革行吗

当然不行 传统筝和曲目诞生手农

耕文明
。

现在的大众欣赏习质尚处
历史赓、状态 因为我哪。耐别

原始农业文化 这种惯性转型期正

式结束
,

届时传统筝艺的存在价值

必将大打折扣
。

设想一下
,

假如没

有 型古筝
,

没有 《庆丰收 》 《战

台风 》及其他一系列创新曲目
,

只

有‘ 余弦的老式古筝
,

“渔畔晚 》

都算最新曲 目的话
,

古筝还能有 目

前这么好的局面吗 所以只有与时

俱进方能避免由逐渐落伍而终被淘

汰出局的悲剧上演
。

新筝出现得虽 然晚了点儿但

还算及时
。

传统古筝缺乏原置哇的
、

两音
,

实在需要时得在码左

或 弦上下按升高小立度获得
。

节

奏快了或需连续奏出跨八度的
、

时就有了难以克服的 困难
。

演奏中

更不能像别的乐器那样可以临时变

调
。

宫商角微羽五音排列形成了独

‘



大 家 谈 乐 乐游亲事
票

特的风格
,

这种特色同时也成了它

与别的乐器合作时的障碍
。

尤为严

重的是许多用 十二平均律谱成的中

外曲子在筝上根本无法演奏
。

结构

功能不尽善
,

效果不尽美的严重性

早在上世纪后半叶就引起了周恩来

总理的重视
,

在他的关怀下成立了

琴筝改革小组
,

曾经还请小组成员

参加过国庆招待会
。

其后出现了机

械传动变调筝
、

蝶式筝
、

余弦筝

日本 等改革筝
,

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成果至今也未普及推广开来
。

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总结
,

最

终在上世纪末新型转调筝成熟定型

了
。

因其结构功能较其他改革筝具

有更大地优越性
,

所以被认知
、

普

及速度快得出人意料
。

新筝将原先斜排的琴柱 码

移到琴体正中
,

码右与左各形成一

个有效音区
,

左音区为七声音阶
,

右音区为五声音阶
。

这时
、

两音

无论怎样
,

现在旋律中弹奏起来都

不会成为问题
。

弹奏传统筝曲则仍

由码右发出旋律音
,

在码左吟颤按

滑也无大碍
,

一如传统古筝
。

若将

码左或码右一边的音调成半音
,

另

一边不动
,

两边结合起来则构成十

二平均律
,

就可以弹奏用十二平均

律谱成的曲子
。

此时琴码一边的音

相当于键盘乐器的白键
,

另一边正

好相当于黑键
。

调音时除了用调音

扳手扭动钢琴钢钉定好基本音准
,

左右音区在离中置筝码的另一端都

有截弦装置
,

移动滑轨上的截弦器

可在一个大二度之内调整音高
。

因

为截弦器虽然也被琴弦压着
,

但琴

弦最大的下压力 是 中置筝码承受

了
,

截弦器所受之力 不足筝码的
,

滑轨上又有标记
,

所以变调

调音移动截弦器时远比传统筝调音

移码便捷准确得多了
。

新筝的 中置

码还克服了传统筝 主要是高音区

连续摇指 秒左右就会码移音降的

瘤疾
。

弹奏传统筝时左手需完成的

任务绝对没有右手多
,

这也恰好符

合一般人右手 比左手稍强的生理特

性
。

现在弹奏新筝的左音区基本上

都由右手来完成 新筝有时也会像

钢琴那样左右手交叉弹奏 左音区

每个八度多出了
、

二音
,

使得左

音区和右音区的弦距不一致
。

又因

为许多旋律音都是在左音区完成

的
,

所以弹奏新筝时对左手的技巧

要求比右手更高了些
。

在实际演奏

中左右音区难免有都要用 的时候
,

这时又比左手在左音区单独完成弹

奏任务复杂了
。

就是说新筝具有的

全部功能效果是需要在弹奏传统筝

的技术基础上再将基本功提升一下

方能获得
。

特别需要强调说明一下
,

对于已能娴熟掌握传统筝者再用新

筝绝对不会有大的技术困难
。

感到

驾驭不了新筝者多半是其传统筝的

功夫不到家
。

另一部分畏惧新筝的

人纯系心理障碍
。

新筝古筝都是筝
,

严格地说来对于同仁而言新筝只需

适应而已
,

绝对没有困难复杂到要

从头学起的地步
。

只要心态摆正了

即使有点儿困难也是很值得的
,

因

为迈出这一步就是柳暗花明又一个

艺术境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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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筝的形体结构和传统

筝有一定的差别
,

这就使得它的音

质品性也和它的上一代筝有区别
。

主要表现在共鸣更好
,

低音更浑厚

了
。

中高音区的音更清亮了些
。

由

于琴码中置多了一个有效音区
,

就

使得每根琴弦的张力加大
,

在使用

按颤揉吟这类常规技巧就得比弹奏

古筝时多用些力才行
。

这对女性筝

家来说会感到很不适应
。

总觉得似

乎不如古筝那么随心所欲
。

对此笔

者有几点意见可供参考 首先是我

们稍加练习形成习 度也就适应了

其次是可以考虑将琴码适度降低一

点儿
,

或再加长琴体
、

琴弦的长度

都可使琴弦张力变小 第三点是干

脆改变原调 为
,

每根琴弦降一

个大二度张力就会变小
。

以上诸方面的特点综合在一

起足以形成新筝的独特风格
。

这种

风格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被更多的

人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

但是不论技

术流派怎样
、

艺术立场如何
、

学术

观点有多大不同
,

有一点是谁也不

能否认的
,

这就是筝学琴艺断不能

泥古不化
。

时代要前进
,

民族要振

兴
,

民乐应改革
,

新型转调筝恰恰

诞生于改革的深化时期
。

所以其注

定得在开放的时代背景中接受多方

面的挑剔与检验
。

新筝这件改革出来 的乐器是

很幸运的
。

这一点不仅仅指它诞生

于思想解放
,

不再只许一花独放的

时期
,

同时更是说它一正式亮相就

遇见了
“

王家军
” 。 “

王家军
”

的领

军者王天一不但能弹筝
、

教筝
,

更

重要的是他不仅是位作曲家
,

而且

所谱写的筝曲也多为广大筝家传

奏
。

他及时地专为新筝改编移植整

理出了 首曲目
。

新筝讲座所用的

高级教程全由王天一先生所著
。

其

中 《致爱丽丝 》
、

《四小天鹅舞曲 》
、

《天鹅之死 》
、

《牧童短笛 》
、

《土耳

其进行曲 》 首曲 目如用古筝和传

统技巧是绝对无法弹奏的
,

因为都

是用十二平均律谱写而成
。

且旋律

行进 中多有带升 降符号 的半音
。

《致爱丽丝 》中且有一部分需要像

在钢琴上一样在左右演奏区以手快

速交替弹奏
,

这在传统筝上根本无

法想象
。

首 曲子除 《牧童短笛 》

外都是由域外名曲改编过来的
,

本

来都是由西洋乐器演奏
。

这不但令

我们第一次在筝这种地道的民族乐

器上十分新鲜地听到了异域音韵
,

同时还从功能效果上基本可以和钢

琴相提并论了
。

否则此前人家说古

筝是东方钢琴的话只能当作一种客

套话来听
。

乐器改革进步必然要求技巧

同步提高
,

当然更需要同时有更为

先导的正确理论来指导实践
。

只有

好的乐器无人能有效使用则和没有

无异 有了乐器也有了掌握乐器的

人而缺乏正确科学理论指导也就只

能产生匠人匠作而诞生不了艺术
。

著名音乐学家冯光

任先生当 时就曾说

到
“

这些科学理论

的创建
,

应该说是

王天一 同志对发展

古筝艺术的一大贡

献 ⋯ ⋯假设没有这

些科学理论作指导
,

我们对新型转

调的一切工作将无从做起
。 ”

这些

理论将
“

使无数的古筝演奏者成为

一代新型转调筝演奏家
” 。

而功能

完备的新筝为
“

王家军
”

展示才华

体现艺术素养提供了 比古筝更好的

平台
。

如果没有新筝谁知道他们还

能在筝上将西方音乐演绎得那么美

妙动人呢 设想一下
,

假如新筝问

世之后王家军未对其做这么多的工

作
,

那么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绝对不

会有这么好的新筝局面
。

不同的学

术立场观点 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交流

对撞
,

从而使整个筝学水平向前发

展
。

新筝问世 以来的艺术实践 已

充分证明了其生命力是旺盛的
,

民

族管弦乐协会会长朴东生先生评价

新筝学时说
“

不仅具有国内领先

水平
,

而且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效应
·

⋯
, ,

国家领导和不少学者也都对

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

去年秋季还

顺利地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新筝考

级
。 “

非典
”

过后成功举办了千人

以上参加的全国新筝演奏大赛 , 今

后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新筝奏出新的

旋律
,

让新筝为新的时代人文构建

发挥重要作用
。

海纳百川
,

有容乃

大
,

有了大气和宽容
,

我们的筝艺

学必然会出现多元化的百花齐故的

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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