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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多声弦制古筝 

发表刊物：作者:李萌 

论文内容： 

    一、中国筝的艺术发展需要多种弦制 

 

    音阶的调现在亚洲有筝类乐器的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北朝鲜，其中，中国筝用五声弦制，

北朝鲜是用七声弦制，日本、韩国是五声、七声弦制并用。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日本筝演奏家野板惠子的筝乐团曾来中国演出，并带来了日本作曲家三木稔的

许多筝作品（以后这些作品又在中国出版）。这些作品引入中国后，曾对中国作曲家和筝演奏家产生过

影响。中国作曲家叶小纲在 1987年曾为日本尺八演奏家吉村七重和日本筝演奏家三桥贵凤委约而作的

《三迭》，其中的筝就是用七声弦制定弦的，我在 1987年曾用五声弦制筝调成七声定弦，在独奏音乐会

上弹过此曲。以后，中国一些作曲家也在五声弦制的古筝上用了一些非五声弦方式，常用的有： 

 

    1、传统五声双调循环，如《长相思》。 

 

    2、非五声音阶定弦，如《箜篌引》。 

 

    3、传统五声音阶与其变体的交替，即一组保留传统的关系，而另一组根据需要调整变化音，使之形

成两组或两组以上音调色彩的变化与对比，如《层层水澜》、《林泉》。 

 

    即使如此，五声弦制和七声弦制一样，都是有局限的，五声弦制不可能替代七声弦制，七声弦制也

不可能替代五声弦制，二者各有固定的曲目和定弦规律，用不同的弦制去调不同的音阶，不但弦的张力

不合适，认弦有困难，在演奏上也给演奏家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具体表现在： 

 

    1、用五声弦制筝来演奏七声弦制的作品，低音部的弦平均提高了五、至六度，乐器就会由于弦张力

过紧而失去良好的音响。 

 

    2、如用五声弦制筝去弹七声弦制的作品，对于演奏者来说，失去了以八度为辨别标记的依据，有认

弦的困难。而用七声弦制筝去弹五声弦制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困难。我们必须承认，五声、七声弦制各

有其文化传统和内涵，虽然在局部上两者有时可以互相转换，但在总体上，它们是有各自基础和内容的，

我们不能因为五声弦制的存在来否定七声弦制，也不应因为七声弦制的存在去否定五声弦制。 

 

    很多人对七声弦制有偏见，认为七声的音乐太传统，而且西欧音乐的痕迹太明显，其实七声弦制并

不仅仅只能弹七声的音乐，就象五声弦制的筝并不仅仅是只能弹五声，它可弹七声，多调性甚至是无调

性，七声弦制筝也可以弹五声、多声和无调性。钢琴是是十二平均律的乐器，但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它不仅仅是只能弹十二平均律的作品，很多形式（有调性或无调性）的作品都是能弹的。 

 

    二、中国古筝艺术应接纳世界多元文化 

 

 中国曾经非常强大，它的文化曾经流传到世界很多地方，象日本现在的筝（Koto）、韩国现在的伽耶琴

和北朝鲜现在的伽耶琴，早先都是由中国传入，发展 到现在，这些乐器也已经是代表着他们国家人民的

文化和风格了，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因为中国人民毕竟为世界音乐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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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最善于接纳多元文化的国家之一，象现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乐器唢呐，

就是从国外传来的。笙倒是民族乐器，但现在我们在演出里，这两件乐器最常见的合作形式是：唢呐独

奏，笙伴奏。还有，二胡、箜篌都是外来乐器，象琵琶，原来是阿拉伯乐器，而现在这些乐器都是中国

民乐中最主要的乐器，中国人民已经将这些乐器改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了。这也说明，很多事物都是

可以转化和改变的。 

 

    在我们熟悉的西欧音乐史中，这种例子也是有的，象一些伟大的钢琴协奏曲的创作与钢琴制造的联

系是相当紧密的，钢琴制造师会根据作曲家和演奏家的要求，不断在制作工艺上加以改进，而随着钢琴

制作工艺的改进，钢琴作品的表现力也愈加丰富，所以说，它们是在相互激励和补充的关系上发展起来

的。象贝多芬就曾经为多架新制作的钢琴演奏和作曲。 

 

    随着古筝教学纳入专业化之后，中国古筝的乐曲量，尤其是有专业水准的乐曲量不足的问题就变得

很突出了。如果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入校的学生，学得快的学生到高三或大学一年纪，大多数重要的曲

目已经学完。其实，这里有一个事实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只要是一个纯粹的民间乐器或仅仅是一个地

域性的乐器，它的曲目量永远是有限的，试想，如果钢琴只是一个英国乐器或只是一个法国乐器，它的

曲目量就会很少。而现在钢琴是个世界性乐器，那么就会有世界各地的作曲家，例如，德国、法国、英

国、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作曲家都会为它写作品的，因而，这件乐器的发展水平也就非常高。 

那么，采用多种弦制，对于我国古筝在专业教学和训练上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能扩大曲目量，可

以运用日本、韩国和北朝鲜的一些曲目。再者，多种弦制和多种风格的曲目，使古筝乐曲的风格也变得

多样化。然而，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做了这么多之后，能否促使这件乐器演变和发展成为亚洲范围内

的常规乐器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多声弦制筝的特点及定弦特点 

 

    多声弦制古筝用的组合琴体，它的多种特性主要表现在： 

 

    1、对于只演奏传统五声弦制乐曲的人，这种筝无疑就是两台筝，它和传统筝琴体的长度，几乎是一

样的，演奏时手感也和传统筝很接近。 

 

    2、对于只演奏七声弦制乐曲的人，例如日本的《风、雨》、《华丽》、《狂想曲》和其它七声弦制

的乐曲，这种筝也是很好的选择，尤其是低音，音质比一般用五声弦制改装 C 型弦的七声弦制筝更有力

和雄厚，而左面的筝是十三弦，如定五声音阶，可弹些传统筝曲，例如，活五调《柳青娘》。 

 

    3、如果象十二月坊一样在舞台上站着演奏，这种筝也是最佳选择，因为左、右两面的筝均可定为五

声弦制，但用不同的音高，可相差半音，这样对于远关系的离调就可应付自如了。 

 

    4、对于想搞创作的人，选择就更多了，例如，我在写《红水河狂想》时采用的定弦是：右面筝是七

声弦制，左面筝是五声弦制。 

 

    5、如果左、右双面的筝都定为五声，还可把左面筝的音高调高一个八度，这样整体筝的音域就扩大

到五个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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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如果左、右双面的筝都定为七声，还可按上面第 5条所说的，将左面筝的音高调高一个八度，这

样整体筝的音域就扩大到四个八度。 

 

    四、关于中国多声弦制古筝的一些话 

 

    五声、七声弦制是世界乐器中成熟的弦制。在筝类乐器中，中国筝是五声弦制、北朝鲜的伽倻琴是

七声弦制、日本、韩国是五声、七声弦制并存。而今天音乐会展示的多声弦制古筝就是以五声、七声弦

制为基础的。 

 

    在十多年前我就一直想在中国古筝弦制上做一些尝试，当时还不敢想试制新型乐器，主要是担心乐

器制成后推广不了，但我意识到引进七声弦制的演奏和作品，是丰富中国古筝演奏艺术一个重要的途径。

首先，亚洲各国的筝类乐器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再则，他们对于乐器的七声演奏艺术已经研究了多年，

创造了很多作品，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五声、七声弦制在演奏法上是很接近的，尤其左

手的揉、吟、滑、按技法是不受弦制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接受七声弦制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演奏亚洲各国

筝类七声弦制的作品，也可以发展中国的七声弦制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把它推到一个世界

性乐器的位置。为此，自 2004年至 2005年我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大团分厂的胡国平厂长及总厂技术总

监李素芳一起共同研发出国内现流行的七声筝弦（C型弦）。2006 年由胡厂长出面将我们共同商议了几

年的制作七声弦制古筝的方案，汇报给总厂长王国振和技术厂长沈正国及研究室主任陈书明，得到肯定

和支持。总厂派出胡厂长、陈主任、李总监赴京与我共同商议研发七声弦制古筝，在此期间还吸取了旅

日筝家金坚和伽倻琴演奏家吕金的许多有益的意见。经过多次试验，有了今天的多声弦制的古筝。 

 

    多声弦制古筝虽然用的是组合琴体，但是开放的系统，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安排不同的定弦。

它可以在不改变五声、七声弦制弹奏法的同时，加进更多的音及音色的可能性，并在琴体不加大的情况

下，让双面古筝互用共鸣箱，这使乐器有较好的声音。而对于演奏者来说，在保持原有技法的基础上，

又拓展了对现有技法改进的空间，即可演奏传统五声也可演奏七声，或无弦制多声的多调式及多调性的

音乐。 

 

    当然，我们不是想让七声或多声弦制去替代五声弦制古筝，由于五声弦制古筝历史很长，有深厚的

文化积淀和许多音乐作品，它在人群中有大量的追随者。但是，我们习惯弹奏五声弦制筝的演奏家，通

过短时间的练习都可以掌握七声和多声弦制的演奏技巧。实际上，亚洲有筝类乐器的国家多数是接受五

声和七声弦制并存的，而且现在很多中国高水平的演奏家都会用中国筝演奏日本筝曲，接受七声弦制已

经成为事实。中国筝是应该有多种弦制的，这会使中国音乐更加丰富，如果将中国筝艺术与亚洲筝类艺

术进行多方位的交流，我们接受他们的七声弦制音乐，他们也学习我们五声弦制的筝乐，大家互惠、互

享彼此的艺术成果，那么，我们可以为中国和世界的音乐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古筝艺术要成为世界音乐艺术中有分量的精品，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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