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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微调从此不移码

一一兼谈陈式微调 装置

文 王 小 录

所有精细
、

精密的机械构造都有两级调整
,

如摄录设备和测绘设备
,

均是先调大焦距
,

再调刁、
焦距

。

在乐器上的调弦系统也有这种设置
,

如小

提琴
,

是先调弦轴
,

再调弦钩
。

可中国民族乐器却鲜有这样的设置
,

即中

国的民族乐器大多都是一级调整
,

即只用弦轴调弦
。

但也有一个例外
,

这

就是古筝
,

在古筝上具有两级调的调弦系统
。

然而其二级调整却是不方便

的
、

有缺点的
。

古筝对于音高的微调是在扳拧弦轴之后挪动码子来完成
。

由于这种方

法是对涉及音高位置的距离位置的手动操作
,

从而很难做到 自如掌握
。

对

于古筝初学者而言
,

除去音高概念暂且不谈
,

就一手提弦
,

一手移码这种

动作的协调完成就是一个难点
,

为此也要付出相当多的练习时间
口

再者
,

一个人调整一台古筝还倒罢

了
,

而现在古筝有大量的演出形式是齐奏
,

要把数台
、

数十台的古筝调到同一音准高度真是殊非易事
。

还有
,

笔者在长期的古筝演奏教学中深知
,

古筝的移码调音使码子在琴上的位置永远不能固定
,

对于古筝乐器的音色是完全有害的
,

这就像是一个一直处于磨合期的构造
,

始终也不能达到最佳状态
。

古筝的移码调弦对乐器的直接破坏也很严重
。

笔者曾经见到过不少的古筝
,

由于移码致使面板上

留下了深深的划痕
。

古筝的面板为泡桐木
,

其材质很是柔软
,

人手指甲都能将其划裂
,

且不说有很高

强度的硬木筝码了
。

这也使笔者联想 可以有千年的古琴
,

何以未有千年古筝 是不是千年古筝的面

板被划穿了呢

还有
,

由于古筝的单弦立码即一弦一码
,

从而使演奏中的游码
、

走音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

更有

甚者
,

演奏中的力度过大
,

尚有可能发生倒码
、

崩码
,

这些都是古筝的单弦立码所造成的问题
。

而现在古筝微调的产生
,

将使古筝存在的以上所有问题得到解决
。

也将使古筝成为拥有完整的
、

方便自如的两级调弦系统的民族乐器
。

现在古筝微调弦时常用的方法是 在互为高低的两台琴中
,

压较低的弦和较高求齐
,

在确知孰高

孰低及其距离后再行移码
。

受此启发 采用一种装置去施压琴弦即可使音高到达准确位置 即省略了

移码这一环节
。

在这样一种动机下
,

古筝微调就产生了
。

这就是一套金属制作的机械装置
,

由螺母
、

螺钉
、

套环所构成
。

螺母嵌人古筝面板
,

螺钉旋人螺

母
,

由套在螺钉上的套环挂拉琴弦
,

旋动螺钉即可使琴弦因张力改变从而完成微调
。

如图片 机械

装置每条弦一套
,

二十一弦即二十一套
,

安装在与 弯平行的位置
。

这种装置的使用完全可以达到调弦 自如方便的预期 目的
,

除此之外
,

还可增加乐器的造型美感
。

一 一



乐 器 改 革
器奈蛋

彰,彝蒙

更重要的是
,

它的使用将使码子之

间的距离及其在琴上的位置从此固

定下来
,

从而对古筝乐器声音的优

化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
。

也将再不

致对古筝的面板产生的破坏
,

还可

以考虑将古筝的二十一个码子用一

定方法串联起来
,

这样做又将使古

筝再无倒码
、

游码之虞
。

这种装置采用 之后
,

演奏之

中发生的走音也可很快调准
,

其时

完成旋动螺钉调准音高的时间可以

在两秒之内
,

且不致影响演奏情绪

和表演形象
,

而原来走音时的移码

调弦无论如何是要影响演奏情绪和

表演形象的
。

这种装置直接安装在现有古

筝上
,

总调弦幅度即可达小三度
。

套环挂弦处于中间位置时
,

上下调

弦幅度在小二度以上
。

若需增加调

弦幅度
,

可有两种方法
,

一是将

弯的高度增加
。

再者可将古筝制成

双 弯
,

使微调装置处于双弯之中
,

预计微调幅度可达大三度以上
。

古筝微调装置的使用 只有一

此种装置称之为螺杆套拉式

调弦装置
,

是资深的乐器改革家陈

兴华先生在二胡上设计应用 的
。

是

笔者和杨静女士将陈先生贡献给弦

鸣乐器的这种微调新品种应用在了

古筝上
。

众所周 知
,

目前广泛应用 的

弦乐器微调是提琴类微调
。

提琴类

微调是杠杆结构
,

有五个构件组成
,

且体积较大
。

而陈式装置却只有三

件且体积较小
。

更重要的是陈式装

置使用方便
。

陈式装置是安装在二

胡的千斤上
,

和二胡的弦轴同一方

向
,

调弦时左手用 弦轴大调之后
,

顺至千斤进行微调
。

而提琴类的微

调
,

不管是小提琴还是大提琴均是

在琴头处大调弦轴之后又换到挂弦

板的位置去微调
,

呈现出两头忙的

动作状态
。

值得提及的是
,

有人费

了很大的功夫将提琴的微调安装在

二胡上
,

其中一种也是安装在挂弦

处
,

使用起来也是两头忙
,

且拉时

不能调
,

调时不能拉
。

另一种虽是

安在千斤处但其结构却复杂的很
,

半个世纪 以来
,

人们为使二

胡的调弦方便起来的确下了不少功

夫
,

如金属蜗轮蜗杆机械轴和螺丝

螺母机械轴的设计使用
,

这两种轴

都破坏了二胡的造型美
,

挂弦时费

时费力
,

且仍是一级调弦
。

而现在

陈式装置的使用
,

使二胡在原有木

轴调弦的基础上增加为二级调弦
,

的确方便合理
。

还有
,

陈式装置较这两种二

胡轴节约太多
,

且不说工艺及其制

作之比
,

在材料上
,

一个陈式装置

的微调要比一个机械轴节约金属材

料十倍左右
。

陈式装置在二胡上和古筝上

的应用无疑是成功的
,

还可以广泛

地应用于包括弹拨乐器在内的所有

弦鸣乐器上
。

陈式装置在古筝上的

使用
,

开拓了古筝制作的新领域
,

给古筝制作家们提供了古筝制作的

新的结构方法和装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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