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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乐曲谱史话

孔子定六经，其中《乐经》经秦焚书而亡，《乐经》中是否有

乐谱就不得而知了。

中乐理论的第一块里程碑是“宫、商、角、徵、羽”五声的确

立。最早见于《管子·地员篇》，至少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

第二块里程碑是制定十二律吕：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

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在公元前６世

纪，周景王（公元前５４４—公元前５２０年在位）已向他的乐官

问及什么是十二律，什么是七音。现存的律音谱以宋朱熹《仪

礼经传通解》中“风雅十二诗谱”为最古。该谱的形式是在诗

歌的旁边配上各律吕名称。如：

关　　关　　雎　　鸠　　在　　河　　之　　洲

黄清　南吕　林钟　南吕　黄钟　 姑洗　太簇　黄钟

（黄清即黄钟音的高八度）

律吕字谱初始是敲击乐器的手法谱，其中有直接以钟命

名的，如黄钟、夷则、林钟、应钟。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编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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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如此大型、完整、复杂的乐器，肯定是非有乐谱不行的。可

以断言，律吕字谱早在周朝就存在了。

音乐史家认为，宫至羽音调从低向高行，揭示了宫商五音

系由歌声进化而来的规律。因此，宫商字谱要比律吕字谱久

远得多。在此之前有“歌声曲折”和“歌诗声曲折”的名称出

现。《礼记·投壶》篇中对鼓的节奏已有简练的记录。这些资

料很可能就是乐谱的初始雏形。

高雅的古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修身之具。琴谱在古谱中

占的比例最大，内容也最丰富。现存有３０００多首琴曲，６００

多首曲目，１７００多条文字资料和３００多首歌词分类编目。历

代琴家在“琴论”方面也有极丰富的著述。

唐代以前的琴谱是用文字记述弹琴的左右手指法和各音

在某弦某位，称为文字谱。现存最早的文字谱是流落在日本

的唐代手抄卷《碣石调幽兰》。唐代曹柔把原来的文字谱简化

缩写，用若干减笔字组成指法符号，创造出一种新的谱式，称

为减字谱。古琴谱由于记录详细，点滴不漏，因而能最有效地

保留古乐曲的原形。

应用最广、最为普及的是“工尺谱”。因用“工、尺、上、乙、土、

合”等字谱，故而得名，节奏用“板眼”标明。“工尺谱”有可能来源

于吹管乐器的手法谱，如“四、一、六、五”是吹管乐器觱篥、笛子的

指孔数目。敦煌千佛洞发现后唐长兴四年（公元９３３年）的《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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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曲谱》就是“工尺谱”的早期形式，称为“燕乐半字谱”。

古籍中论及“工尺谱”的要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为最

早。工尺谱的形式非常丰富，大致包括燕乐半字谱、蓑衣式

谱、一枝香谱、南音谱、西安鼓乐谱、山西五台山谱、北京智化

寺谱等等。

南宋姜夔所作《白石道人歌曲》，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所用的谱式称为俗字谱，是由工尺谱简化而成，板眼也自

成一格。

由于我国民族语言丰富，因而孕育出一些独具色彩的特

殊乐谱。有流行于广东潮州一带的“二四谱”，这种谱用“二、

三、四、五、六、七、八”，以数字形式记谱，用方言吟唱，节奏符

号与工尺谱的“板眼”相同，很有地方风味。宗教音乐中有一

种用曲线表示音调高低的“曲线谱”。道教的部分乐谱和蒙

族、藏族的喇嘛教就是用“曲线谱”记录乐曲。

乐器的专用谱也有精彩的内容。锣鼓谱以象声词，如

“扎、匡、正、净、龙冬……”记谱，它的原始形态大概在公元前

１０世纪就出现了。近代流行的排箫谱、琵琶谱、筝谱是在工

尺谱的基础上加上表示该乐器的指法和符位符号。

简谱起源于１７世纪的英法，清末传入我国。简谱的优点

是容易接受和掌握，便于普及音乐教育。现在，大量的中乐谱

乐用简谱形式。

３



◇












中国的宫廷音乐

宫廷音乐是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

３世纪已经成书的典籍《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载。我国最早的

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大量描述当时宫廷中祭祀宴飨的音乐

盛况。汉武帝开始设立专门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负责

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收集歌辞。唐朝时乐府进入鼎盛时期，

宫廷音乐的规模发展到顶峰。我国最后的王朝清朝继承了历

代宫廷音乐，也吸收了民间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使宫廷音乐

更加完美。

宫廷音乐记载多，但流传少。有些乐曲，如在三大节宴演

奏的进食乐《进馔》等，主要来自我国故宫珍藏的文献，档案所

载乐谱的整理，更主要是来自宫廷音乐专家溥雪斋先生的溥

谱。溥先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叔伯弟弟，一直致力于民族音

乐和宫廷音乐的研究、整理和演奏，使得这些珍贵的音乐资

料、乐谱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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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古典名曲

《高山流水》　说春秋时，琴师俞伯牙在荒山野地弹琴，樵

夫钟子期竟能领会其义是描绘的“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

乎，志在流水”。伯牙惊曰：“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子期

死后，伯牙痛失知音，不再操琴。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广陵散》　 琴曲，又名广陵止息。汉魏时期相和楚调组

曲之一。嵇康因反对司马氏专政而遭杀害，临刑前曾从容弹

奏此曲以寄怀。分为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五大部，是

篇幅最长的琴曲之一。

《平沙落雁》　 明代此曲称《雁落平沙》，曲调悠扬流畅，

描写雁群降落前在空际盘旋顾盼的情景，是我国流传很广的

古典标题音乐。

《梅花三弄》　 此曲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特征，

来赞颂具有高尚节操的人。据晋代恒伊的笛曲改编而成。曲

中泛音曲调在不同的徽位上重复了三次，所以称为“三弄”。

《十面埋伏》　 琵琶曲，乐曲描写公元前２０２年楚汉战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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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垓下最后决战的情景。汉军用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楚军。

项羽自刎于乌江，刘邦取得胜利。

《夕阳箫鼓》　 这是一首抒情写意的乐曲，旋律优美流

畅。１９２５年前后，上海大同乐社根据此曲改编成丝竹曲《春

江花月夜》。

《渔樵问答》　 此曲在历代传谱中，有３０多种版本，有的

还附歌词。乐曲表现渔樵在青山绿水间自得其乐的情趣。

《胡笳十八拍》　 根据同名诗谱写的乐曲，所反映的主题

是“文姬归汉”。汉末战乱中，蔡文姬流落到南匈奴达１２年之

久，虽身嫁左贤王为妻，但十分思念故乡。当曹操派人接她

时，她又舍不得离开两个孩子，还乡的喜悦被骨肉离别之痛所

淹没，心情非常矛盾。

《汉宫秋月》　 此曲有两种较为流行的演奏形式，一为筝

曲，另则为二胡曲。据载，二胡曲是由刘天华先生所传。此曲

意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的幽怨悲泣情绪，唤起人们对她们

不幸遭遇的同情。

《阳春白雪》　 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师旷或齐国的

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

《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涤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

琳琅之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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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琅满目的乐器种类

人类自古爱好音乐，而乐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如今映

入我们眼帘的种类可谓是玲琅满目。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我

国的乐器种类。

中国乐器包括以下几类：

吹奏乐器：如笙、芦笙、排笙、葫芦丝、笛、管子、巴乌、埙、

唢呐、箫等。

弹拨乐器：如琵琶、筝、扬琴、七弦琴（古琴）、热瓦普、冬不

拉、阮、柳琴、三弦、月琴、弹布尔等。

打击乐器：如堂鼓（大鼓）、碰铃、缸鼓、定音缸鼓、铜鼓、大

锣小锣、小鼓、排鼓、达卜（手鼓）、大钹等。

拉弦乐器：如二胡、板胡、革胡、马头琴、艾捷克、京胡、中

胡、高胡等。

而与我国乐器相对应的西洋乐器则包括：弦乐器，木管乐

器，铜管乐器，键盘乐器，打击乐器几个大类。

弦乐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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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器是乐器家族内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古典音乐乃至

现代轻音乐中，几乎所有的抒情旋律都由弦乐声部来演奏。

可见，柔美、动听是所有弦乐器的共同特征。弦乐器的音色统

一，有多层次的表现力：合奏时澎湃激昂，独奏时温柔婉约；又

因为丰富多变的弓法（颤、碎、拨、跳，等）而具有灵动的色彩。

弦乐器的发音方式是依靠机械力量使张紧的弦线振动发音，

故发音音量受到一定限制。弦乐器通常用不同的弦演奏不同

的音，有时则须运用手指按弦来改变弦长，从而达到改变音高

的目的。弦乐器从其发音方式上来说，主要分为弓拉弦鸣乐

器（如提琴类）和弹拨弦鸣乐器（如吉它）。

弓拉弦鸣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低音提琴、电

贝司；

弹拨弦鸣乐器：竖琴、吉它、电吉它。

木管乐器

木管乐器起源很早，从民间的牧笛、芦笛等演变而来。木

管乐器是乐器家族中音色最为丰富的一族，常用被来表现大

自然和乡村生活的情景。在交响乐队中，不论是作为伴奏还

是用于独奏，都有其特殊的韵味，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

分。木管乐器大多通过空气振动来产生乐音，根据发声方式，

大致可分为唇鸣类（如长笛等）和簧鸣类（如单簧管等）。木管

乐器的材料并不限于木质，同样有选用金属、象牙或是动物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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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材质的。它们的音色各异、特色鲜明。从优美亮丽到深

沉阴郁，应有尽有。正因如此，在乐队中，木管乐器常善于塑

造各种维妙维肖的音乐形象，大大丰富了管弦乐的效果。

唇鸣类：长笛、短笛；

簧鸣类：单簧管、双簧管、英国管、大管、萨克斯管。

铜管乐器

铜管乐器的前身大多是军号和狩猎时用的号角。在早期

的交响乐中使用铜管的数量不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交响

乐队中只用两只圆号，有时增加一只小号到十九世纪上半叶，

铜管乐器才在交响乐队中被广泛使用。铜管乐器的发音方式

与木管乐器不同，它们不是通过缩短管内的空气柱来改变音

高，而是依靠演奏者唇部的气压变化与乐器本身接通" 附加

管" 的方法来改变音高。所有铜管乐器都装有形状相似的圆

柱形号嘴，管身都呈长圆锥形状。铜管乐器的音色特点是雄

壮、辉煌、热烈，虽然音质各具特色，但宏大、宽广的音量为铜

管乐器组的共同特点，这是其它类别的乐器所望尘莫及的。

铜管乐器：小号、短号、长号、圆号、大号。

键盘乐器

在键盘乐器家族中，所有的乐器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键盘。但是它们的发声方式却有着微妙的不同，如钢琴

是属于击弦打击乐器类，而管风琴则属于簧鸣乐器类，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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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器，则利用了现代的电声科技等等。键盘乐器相对于其

他乐器家族而言，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其宽广的音域

和可以同时发出多个乐音的能力。正因如此，键盘乐器即使

是作为独奏乐器，也具有丰富的和声效果和管弦乐的色彩。

所以，从古至今，键盘乐器倍受作曲家们和音乐爱好者们的关

注和喜爱。

键盘乐器：钢琴、管风琴、手风琴、电子琴。

打击乐器

打击乐器可能是乐器家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族了。其

家族成员众多，特色各异，虽然它们的音色单纯，有些声音甚

至不是乐音，但对于渲染乐曲气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

常打击乐器通过对乐器的敲击、摩擦、摇晃来发出声音。可不

要认为打击乐器仅能起加强乐曲力度、提示音乐节奏的作用，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打击乐器能作为旋律乐器使用呢！现代

管弦乐队里增加了很多非洲、亚洲音乐里的音色奇异的打击

乐器，几乎无法完全罗列。

有调打击乐器：定音鼓、木琴；

无调打击乐器：小鼓、大鼓、三角铁、铃鼓、响板、砂槌、

钹、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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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器：钟

我国古代最早的礼乐器，是陶制成的。而“钟”，亦属于古

代最初的礼乐器。可以说它是上古时期音乐的主戏曲音乐的

发展包括丝竹音乐在内。《阅世编》中有一段记载了弦索如何

入江南。明嘉靖、隆庆年间昆曲的创始人魏良辅等人改革音

乐，改革三弦，还记录了各地清音演奏风格等情况：“因考弦索

之入江南，由戍卒张野塘始。野塘，河北人，以罪谪发苏州太

仓街。素工弦索。既止吴，时为吴人歌北曲，人皆笑之。昆山

魏良辅者善南曲，为吴中国工。一日至太仓闻野塘歌，心异

之，……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曲，更定丝索音，使与南音相近

来名词变成了动词，鼓名转借为军事行动的意义了。刘长卿

诗句“万里辞家事鼓鼙，金陵驿路楚云西”，就是指的这个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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