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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面对一部音乐作品时，我们通常的解读方式有两种：一是依靠听觉，通过感

受音乐的旋律，寻找音乐作品的内涵；二是通过视觉，即“看”一部音乐作品，这

个被“看”的载体就是乐谱。

从听觉的角度来说，流动的乐音尽管可以再现音乐旋律的大致样貌，却无法将

其永恒地凝固下来，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会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依靠听

觉所带来的感受永远是瞬时的，并会因当下听者的具体心境及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

生变化，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即赫尔德 ① 所说的“音乐不仅仅

存在于时间之中，而且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才能存在 ②”。而乐谱却可以较好地弥补听

觉所带来的缺憾。它首先以实体的方式存在于空间之中，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

逝，它的存在是物理意义上的稳定存在，甚至能够较为精确地展现音乐的原貌，是

音乐家获取前人音乐成果的最直接材料之一。

因此，对乐谱本体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客观解读一部音乐作品，尤其是

将中西方音乐乐谱进行比较研究时，方能发现二者的差异不仅仅是呈现在诸如音乐

体裁、音乐类型、旋律表达、节奏类型、调式构成、曲式结构等音乐本体之上，还

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包括音乐与音乐人之间的关联、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音乐与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美学思潮之间的关联等等。

① 赫尔德（1744-1803）：德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② 转引自【德】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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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乐谱各个要素进行深刻探寻，是促进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根本途径。

在对中西方音乐乐谱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笔者首先进行的是史料调查。由于现

有的、按照历史时间顺序所进行的中西方音乐乐谱梳理资料有限，因此不得不从不

同版本的音乐史或其他综合文化资料中对乐谱的演变进行一个线性的梳理，只有清

楚乐谱的演变流程，才能从这个过程中找寻到中西方音乐乐谱为什么在发展的过程

中呈现出不同的种类和面貌。另外，在梳理的过程中，本文尽量从古籍中获取第一

手资料，并从谱面自身对乐谱内部所存在的各个音乐元素进行解读，并总结了乐谱

的产生需要的两个条件：一是足够多的、复杂的音乐信息需要记忆和传达；二是需

要一种较为完善的记录消息的符号体系。尽管早期乐谱尚还不完全具备这两个因素，

但人们试图将音乐这种时间性的艺术固定在现实空间中的愿望是迫切的，因此在文

字语法尚未健全、音乐结构单一的前提下，还是产生了早期乐谱的雏形，可以说早

期人类发明乐谱的初衷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具有同源性。

对历史上曾经在中西方音乐文化中出现的乐谱形式进行归纳总结是本文的另一

关注要点。这里产生了对乐谱划分方法的一个归纳。如果单单从约定俗称的传统方

式划分乐谱，将乐谱分为文字乐谱、数字乐谱、图形乐谱以及非书面记载的实物乐

谱，并不能十分完善而全面地概括中西方音乐乐谱的全部类别及各个类别乐谱所采

取的记录音乐的方具体式，因此本文将从三个大的方面对当今中西方考据出来的所

有乐谱样式进行不同角度的划分，具体包括：

从乐谱的外在形态进行划分：包括具有具体指向性意义的文字乐谱、无具体含

义的符号乐谱、数字乐谱、形象模拟乐谱、脱离纸张或其他载体就无法呈现原貌的

实物乐谱以及具备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要素的综合性乐谱。

从乐谱的表达内容进行划分：表示奏法或唱法的功能性乐谱、表示音高的音位

乐谱以及能够同时表达两者的综合性乐谱。

音乐与音乐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划分：特定的人群则会由于某种政治、社会、文

化功能传承的需要而创造出具有其自身特色的乐谱。西方音乐在中世纪出现的纽姆

谱、中国传统道教音乐中的《玉音法事》曲线谱、古琴文字谱、盲人乐谱等都属于

这种划分方式之下的具体乐谱样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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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乐谱划分方式是本文开篇的一个立足点与创新性。其中，乐谱与音乐

之间的关系，乐谱与音乐人之间的关系、乐谱的本体功能及政治、社会功能的延伸

是导致中西方音乐乐谱朝向不同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尤其对于西方乐谱形成过程

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乐谱中的“词”、“曲“制衡关系是本文的关注的另一

个全新视角。

另外，在对中西方乐谱进行探究的同时，笔者发现尽管两者均存在多种不同类

别的乐谱样式，但西方乐谱以无特定意义指向的符号乐谱为主体，典型代表是我们

非常熟知的五线谱；而中国乐谱则以有约定意义指向的文字乐谱为主体。对这两者

之间异同的对比是本文的一个重点。针对其他类型属种的乐谱样式，本文也在论述

其历史发展及产生条件的过程中进行了逐一比较。

在正文开始之前，本文在绪论部分要提出和全文有密切关联的三个概念，特指

代不同的内容：

第一是乐谱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中西方古今中外所有同音乐相关的记录模

式，是一个宏观上的大概念。

第二是记谱法，这一概念表述的是记录某一种音乐的方式，强调的是一个工具

性的动态演变法则，不同的法则导致了不同的记录结果，这是不同类乐谱诞生的直

接原因。

第三是曲谱概念，周维培先生在其论著《曲谱研究》中，做了如下描述：“在分

类上，曲谱按其性质和使用对象，可分作文字谱与音乐谱两种。文字谱传统上称作

‘曲谱’或‘格律谱’；音乐谱，一般又称作‘宫谱’或‘工尺谱 ①’”本文不采用这

种概念界定方式，原因有二：

其一，本来划分的对象就是曲谱，再将其分作文字谱与音乐谱，而文字谱传统

上本来也称作为曲谱，这里面概念名称和概念所包含内容的名称是完全相同的，从

外延或内涵的角度来看，是不符的。

其二，音乐谱在传统上叫做宫谱或工尺谱，从现代语意理解的角度来看，音乐

① 周维培《曲谱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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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这个概念被等同于宫谱或者工尺谱就显得太狭隘了，所有具有旋律和节奏等音乐

要素的乐谱都可以称之为音乐谱，工尺谱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音乐

谱的词意和本文所界定的乐谱概念是一致的。如果特指曲谱中的旋律与节奏，这个

“音乐谱“就是有历史条件制约的，应该打上引号。

既然如此，曲谱这一概念也就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特指某一段时期内出现

的某一种谱的样式。专门针对的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戏曲音乐部分，是一种声乐谱

的特殊形式，只在中国传统音乐范畴内才存在，时间上大概由宋元开始，兴盛到明

清，与戏曲艺术的发展历程是吻合的；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本文将其划分为文词

格律谱和“音乐谱”两个部分。前者针对字词唱腔、韵律；后者针对音乐旋律与节奏。

第四是词谱概念，这一概念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所特有的，里面说的是音乐唱词

部分的韵律规则，这些韵律规则是能够直接影响中国传统音乐中声乐作品的旋律走

向的，因此也是本文需要探讨的一个范畴。

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参照了一些已有的资料文献以及少量专著，其中，

相关理论文章有：

修海林的《有关古谱译解学理层面的几点认识》、王德埙的《论文字记谱法的

内在矛盾》、义亚的《论同均三宫标识与记谱实践》、徐荣坤的《三种传统七声音阶

的问世先后、彼此关系及记谱诸问题》、黄汉华的《音乐符号行为中的“物、“身”、

“音”、“心”关系之思考》、郏而慷的《论乐谱的性质及其内涵意义的阐释》、宋博

年的《略论乐谱在音乐中的地位》、石峰的《图标谱记谱法》、陈根方和张文俊的《基

于数学形态学和记谱法的数字乐谱音乐信息提取》、刘晓翔和张树生的《乐谱识别

中音符结构分析方法》、丁铃的《谈记谱法的螺旋演进》、张振涛的《板眼体质与记

谱方式》、王晓如和李铠的《唐传长安古乐谱字、古谱识读与记谱法》、葛晓音和日

本的户仓英美的《关于古乐谱和声辞配合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兼答王小盾、陈应

时先生》、李超的《从古乐谱探析汉语声调的理论与方法》、武素霞的《西方记谱法

历史演变》、杨咏的《中国传统乐谱略论——兼论“曲线谱”的备忘录功能》、何昌

林的《中国俗字谱与拜占庭乐谱》、周维培的《元人〈九宫十三调词谱〉考》与《蒋

孝与他的〈旧编南九宫谱〉》、廖奔的《由〈唱论〉时代宫调递减节律到明人九宫



5

十三调》、黄翔鹏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简谱示意本〉题记》、李瞬华的《〈九

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研究》、耘耘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的

宋代南戏曲谱》、褚历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曲牌的曲式结构特点》与《〈九

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单牌体曲牌的曲式结构类型》、刘崇德的《〈九宫大成〉与中国

古代词曲音乐》、王与昌的《南词考探》、陈新凤的《〈纳书楹曲谱〉的记谱法与昆

曲音乐》、颜翔林的《论〈词源〉的词学思想》、何昌林的《宋代音乐文献中的“歌

诀”研究》、杨佐义的《张炎〈词源〉论词标准初探》、郭锋的《张炎〈词源〉卷下

新解》、徐子方的《戏曲与古琴的生命互动——论朱权及其“二谱”》、周维培的《〈太

和正音谱〉及其裔派北曲谱》、林友仁的《七弦琴与琴曲声、韵发展的我见》、吴剑

的《碣石调幽兰谱》、傅雪漪的《〈太古传宗〉琵琶调》、郑祖襄的《关于〈太古传宗〉

琵琶调乐谱的几个问题》、谭维的《〈太古传宗琵琶调西厢记〉乐谱初探》与《〈太古

传宗琵琶调西厢记〉记谱形态及译谱方法研究》、谢柏梁的《王正祥的“剧场”学说

发微——〈新订十二律京腔谱〉的理论精神》、张前的《〈魏氏乐谱〉与明代的中日

音乐交流》、徐元勇的《〈魏氏乐谱〉研究》、胡军的《明代的乐舞生与〈大明御制

玄教乐章〉》、王小盾和王皓的《论道藏中的音乐史料》、蒲亨强的《〈玉音法事〉所

载音乐史料研究》与《〈玉音法事〉名实辩》、蒲亨强和蒲亨建的《〈玉音法事〉曲

线谱源流初探》、孙晓晖的《〈玉音法事〉谱面结构试析》、祝建华的《〈大明御制玄

教乐章〉与武当山道教音乐》、王小盾的《解析敦煌舞谱结构的钥匙》、王晓茹的《朱

载堉〈乐律全书〉中舞谱与合乐谱的研究》、席臻贯的《唐传舞谱片前文“拍”之初

探》、王亮的《“润腔读谱法”之构想》、闫定文的《板以拍韵、板以句乐——中国“板

眼”研究》、美国利奥·特莱特勒的《口传传统和音乐记谱法》、美国布鲁斯·马兴

的《二十世纪记谱法数例》、德国玛利亚·施特尔的《拜占庭音乐》、韩国曹文姬的

《〈南曲九宫正始〉对曲调正、变体格式的认识》等。

学位论文包括：上海音乐学院漆明镜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氏乐谱〉解析》、上

海音乐学院吴志武的博士学位论文《〈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研究》。

相关的专著有：薛宗明的《中国音乐史——乐谱篇》、周维培的《曲谱研究》、

王耀华的《中国传统音乐乐谱学》、吴晓平的《中国工尺谱研究》、黄翔鹏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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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一百八十调谱例集》、林谦三的《敦煌琵琶谱解读研究》、邱琼荪的《白石

道人歌曲通考》和《燕乐探微》、李石根的《西安鼓乐谱解读》、陈应时的《敦煌乐

谱解译辩证》等。

古籍包括：《道藏》，《琴曲集成》，《律吕精义》，《大成乐律全书》，《中国古代戏

曲论著集成》，《词源》，《善本戏剧丛刊》中的“九宫正始”、“新订十二律京腔谱”、

“南词新谱”、“北词广正谱”、“纳书楹曲谱”、“旧编南九宫谱”、“增定南九宫曲谱”，

《南词定律》，《太古传宗琵琶谱》，《文林聚宝万卷星罗》，《魏氏乐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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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字与乐谱的渊源

乐谱是记录音乐的符号系统，从宏观意义上来说，它同众多类型的符号体系一

样，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是交流，其二是保存需要记忆的某种事物。

从符号的角度来解析乐谱，它最初的诞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较为丰富的音乐

“语言”与较为完善的记录这种“语言”的符号体系。如果音乐“语言”较为单一，

仅仅是一味地重复，就不存在记忆力上的难度，也就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将它记录

下来了；而记录音乐“语言”的符号体系如果不能够准确而完善地表达音乐自身，

也终将被放弃使用或在短期内淘汰。

从本质上讲，符号是原始事物和文本表达事物之间的桥梁。即先有事物的原始

样貌，再通过一套人为的符号系统将其“转译”为另一种形式的表达方式。在音乐

学领域中，原始的事物样貌即是音乐自身，全新的表达方式即是千差万别的音乐乐

谱，这些乐谱由不同的符号系统按照某种逻辑关系组合起来，被习得、运用、完善、

发展或者淘汰。这一系列过程无不受到音乐自身“语言”特征、社会环境、自然环境、

政治观念、文化思潮以及运用这种乐谱的音乐人的目的影响。

因此，如果我们面前呈现出某种特定时代的乐谱，可以通过对这一时代的音乐

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考据，尽量通过已有的文本材料对当时的音乐进行再现。

但是我们却不可能根据现存的某一特定时代的乐音材料去逆推当时记录这种音乐乐

谱的具体方式。一旦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环境，是无法用前人的思维去创造

某一种符号系统来记录音乐自身的。

从中西方已有的音乐史料考据中不难看出，可考据的最早记录流动乐音的符号

体系是文字。文字由语言产生，用于平时的日常交流，同人类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

因此它们在人类原始众多符号系统中最先完善，一度成为记载中西方音乐的主流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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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文字起源和定义的几个标准来推论早期乐谱的性质，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字是口语的符号①。即文字起源于对口语信息的记录，

这项功能在早期乐谱中已经有所体现。公元前700年，南印度人 ②以300个当时使用

的字母为基础，演变成相应的符号，来记录维达赞美诗 ③，这是人类世界上最古老的

乐谱之一。这种形式的乐谱一直是早期人类以审美为目的的口语表现，他们为了达

到感官上的审美需求，使得赞美诗在诞生之初就伴随着人类声带震动的频率而有了

一定的音高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审美是发自于人类生理本能的审美。

第二，索绪尔④认为：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表现语言⑤。同样，乐谱存在的理由

之一也是表现音乐。这里，“表现”被移植到乐谱中来，是十分恰当的。因为音乐

的即兴性与抽象性让其无法被精确记录，任何乐谱所反映的音乐内容都同原作有或

多或少的差距。严格意义上来说，乐谱不能够如同照相机拍照一般准确地呈现出音

乐艺术的本来面貌，它只能是记谱人将客观音乐与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表

现音乐才是乐谱存在的客观目的。

第三，布龙菲尔德⑥认为：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⑦。也就是说，想要记录语

言，可以用多种多样的符号，各个地区根据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及惯例，选择不同

的符号来进行设计，逐渐演化成早期文字，这也是全球各个地区会使用不同文字的

主要原因，文字形态的不同产生于语言体系的不同；对于早期乐谱，同样存在这一

现象，这样才有了具有具体指向意义的文字乐谱、纯粹抽象的符号乐谱等多种乐谱

① 转引自【法】德里达著，汪堂家译《论文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4 页。

② 南印度人：印度河文明属于南印度文化，因该文明由达罗维第人所创立，所以他们被追溯为现今多数

南印度人的祖先，南印度文化与北印度文化在起源上是有相当差异的。

③ 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开始自阿富汗入侵印度，为印度艺术增加了外来影响，雅利安人所信仰的

维迪教之主要经典叫做维达（veda），包括四个部分：一是约有 1000 首赞美歌的礼治维达（rig-veda）、经重新

编整礼治维达赞美歌的沙马维达（sama-veda）、有关散文体裁的雅朱礼维达（yajur-veda）、咒文与咒语的阿沙

发维达（atharva-veda）。其主要观念是循环往复的轮回观念。

④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

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

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⑤ 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中的第六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 47-54 页。

⑥ 布龙菲尔德（1887-1949）：美国语言学家。北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先导人物之一。布龙菲尔德从研究

日耳曼语系和印欧语系入手，继而研究了普通语言学和阿尔表琴语等语言。

⑦ 参见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375-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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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划分。

第四、雅各布森①认为：文字是有意义的自主符号系统②。这一概念点明了文字的

三个必备元素：首先是意义层面，即任何文字一定承载相关意义，即便是最简单最

直接的意义，也不能例外。空洞的符号就算形式再复杂，也不能称其为文字。其次

是文字的自主性，没有人硬性规定什么样的符号必须与什么样的内涵相匹配，文字

是在长久的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它带有鲜明的民族主观印记。最后是文字的系统性，

复杂意义的文字一定要由相应的系统构成，这样它才能在一定的规律下延续，才能

更好地在生活中一次次演化，形成文法，进行更精确、生动的表意。

尽管早期乐谱还不具备一种系统性的规范，但是却已经有了自主性及意义层面。

不同地区的不同记谱方式则是其最好说明。

脱离文字自身原始约定俗成意义、按照崭新逻辑组成新的符号系统是文字记谱

思维向符号记谱思维转化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最初的乐谱用文字来表达音乐

要素，其间的转义代码是文字原本的意义，文字乐谱的语法就是“这一种”语言自

身的语法，并没有脱离“这一种”语言而存在。文字乐谱一旦发展到较为高级的阶

段，就会出现三种状态：

一是依然用文字来表现音乐，但是其中的语法已经不再是最初的语言语法了，

而是衍生出了新的语法。如中国音乐中的昆曲工尺谱，当谱面上再出现“上”这个

字的时候，它不再表示方向和尊卑，而是表达 C这个音，在音乐中，产生了新的语

法系统，具有同传统语言文字不同的意义。

二是脱离了具有特定指向意义的文字本身，而被抽象的符号所替代。产生于古

希腊的文字乐谱最后并未发展成为西方音乐乐谱的主流，而是走向消亡，被线谱这

种完全抽象的符号乐谱所取代。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尽管文字最初的字面意义依然存在，后来也依

然使用这种文字来表达音乐元素，但是文字本身却被省略、组合了。比如中国的古

琴减字谱，不同文字的某一部分组成了新的符号，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特定的含义，

组合起来，既包括了奏法，也包括了其他一些表情要素。在西方音乐中，比较常见

① 罗曼 . 雅各布森（1896-1982）：俄罗斯语言学家，后移居到斯洛伐克共和国与美国，是“莫斯科语言

学圈”的主导者，也是布拉格学派的创建人。

② 参见周瑞敏《诗学语言学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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