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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音乐存留的方法——记谱法

记谱法概述

常用记谱法



  8.1  记谱法概述

u 记谱法是指用符号、文字、数字或图表将音乐记录下来的方法。它所产
生的记录即称为乐谱。记谱法因国家、民族、时代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u 乐谱中所记录的音乐各种要素，包括音的绝对或相对高度、音的持续长
度、音的强弱、音的装饰法、乐器的演奏方法及表情记号等。
u 并不是记谱法就要把音乐所有的要素都标记清楚，有些记谱法只记录音
乐的某几个要素，正因为这样才形成各种各样的记谱法。

8.1.1  记谱法的概念



  8.1  记谱法概述

8.1.2  西方的记谱法

u 西方的记谱法最早源于古希腊，希腊罗马时期，已经有简单
的符号粗略地代表音的高低，不少诗歌会有节奏标记，如长短
格和短长格等。
u 中世纪时代，乐谱从早期的纽姆谱逐渐发展到现代的五线谱。
乐谱从单声部逐渐增加到多声部的分谱，亦开始有不同节奏的
标记。
u 从巴洛克音乐到现在，乐谱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大大推动了
音乐的传播，并因为乐队的发展以及各种新颖乐器技巧的出现
而增添了更多的符号。
u 作曲家会精确地标记音量、速度和音色变化以及表情。



  8.1  记谱法概述

8.1.3  中国传统的记谱法

工尺谱

琴谱

燕乐半字谱

弦索谱

管色谱

俗字谱

律吕字谱

方格谱

雅乐谱

曲线谱

央移谱

查巴谱

锣鼓经

u 中国汉字记谱主要是用宫、商、角、清角（和）、徵、羽、变宫（变）分别来表示do、
re、mi、fa、sol、la、si，而在工尺谱中，则表示为上、尺、工、合、六、五、一。
u 在汉字下方画斜线和在汉字旁家部首（如加“亻”等）来表现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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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中国传统的记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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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谱法

琴谱是用文字将古琴曲的定弦法、弹奏手法和分句法
等记录下来。

燕乐半字谱所用的符号大多形似半个汉字，
多用于记录燕乐，所以叫做燕乐半字谱。

弦索谱是一种指位谱，原理与今天吉他指位谱
相似。不过已经失传了。

管色谱是一种音位谱，最初可能是管乐器
指法符号的演变。

俗字谱即工尺谱的前身。

06 律吕字谱使用十二律吕名记录曲调中各声音高的一种记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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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谱是太簇律由低到高列
出十二律，在音图最右边一行注
律吕字样，每格代表一个半音，
自左而右每格代表一个相对等长
时值单位。

雅乐谱是明代记载祭祀孔
子所用的音乐的曲谱形式。

曲线谱是用曲折的线条
来记写曲调进行的乐谱。

央移谱是藏传佛教使用的曲
谱，是在七条平行线上划出各种
曲线组成的一种曲谱。

查巴谱是一种在方格中划曲线的曲谱。

锣鼓经是一种打击乐的曲谱。
又叫“锣经”“锣鼓谱”和“法器
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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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中国传统的记谱法

u 中国留传下来最早的乐
谱是南北朝时期的古琴谱
《碣石调·幽兰》。早期的乐
谱为文字谱，将指法详细地
以文字叙述。

u 唐朝后期出现了减字谱，记录
指法动作、弦序和徽位。敦煌的莫
高窟收藏了不少唐宋以来的乐谱，
其中包括不少琵琶乐谱。

u 宋代的姜白石道人歌
曲出现了记录音高的俗字
谱，证明当时的宋词是可
以歌唱的。

u 明清两代的戏曲，包括昆剧、京剧、
粤剧以及当时不少器乐曲都应用了工尺谱。
潮州音乐有其独特的二四谱。

u 民国年间，受到西方以及日本
的影响，中国的学堂乐歌开始应用
简谱以及五线谱。直至今天，在流
行歌曲中，以简谱和五线谱居多。

南北朝
唐朝
后期 宋代 明清

民国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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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中国传统的记谱法

u 由于中国音乐文化的特殊性，简谱、五线谱无法在传统音乐中代替减字谱、工尺谱。
u 在瑶琴（古琴）领域，使用简谱（五线谱）记录的某些曲子，只代表这个记录者的
弹奏方法，在其下方同时必须用减字谱，否则没法弹琴。
u 有的琴人仍然可以按照古谱作出自己的弹法，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减字谱
是一种记录指法和音高而不标出节奏的记谱法。
u 关于为什么减字谱不标记节奏，学界有很多说法，有学者认为减字谱是一种充满着
高度哲学性的记谱法，中国音乐追求气韵的审美宗旨不允许硬性规定乐句，给后人和演
奏者留下足够的创造性余地，允许实际演奏者做一些自己的发挥，自由度比较大。这样
才形成异彩纷呈的风格流派。
u 也有学者认为是减字谱不科学不精确，本身比较模糊才导致不能记录节奏。不管学
界如何争论，减字谱流传千年并将依然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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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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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字谱（古琴谱）

燕
乐
半
字
谱



  8.2  常用记谱法

8.2.1  数字记谱法——简谱→8.2.1.1  认识简谱

u 简谱的样子就是我们数学中的七个数字，1 2 3 4 5 6 7 把这七个数字按照不同的节奏
节拍以及高低组织起来就是音乐，这种组织是有一定规律的，而这个规律就是作曲技法，
是需要通过一定的音乐专业训练才可以进行的。即便是一个歌曲作者，先天禀赋很好，但
是也要先会识谱、写谱，才能够作曲。
u 简谱是记谱法一种。由于它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在记谱、读谱上有很大的方便，因
此在中国广泛流传。
u 简谱也有它的缺点。例如，记合奏合唱，它就不像五线谱在视觉上那么清楚，而记钢
琴谱几乎是不可能的。应该承认，简谱对音乐的普及和推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u 中国的简谱是由日本传来的。在简谱体系中，音是由相对高度和七个阿拉伯数字来表
示的。这几个音的相互关系，除3-4、7-i半音外，其他全为全音。



  8.2  常用记谱法

8.2.1  数字记谱法——简谱→8.2.1.2  学习识谱

u 学习识谱，用音乐专业术语就叫做视唱。是按照钢琴的
标准音来训练音乐学习者的耳朵以及准确演唱音高的能力。
u 熟悉了音乐的音符、节拍、节奏就可以跟着钢琴联系唱
谱了，如果没有钢琴就跟着自己熟悉的会唱的歌曲，根据内
心相对的音高进行视唱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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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数字记谱法——简谱→8.2.1.2  学习识谱



  8.2  常用记谱法

8.2.2  通用记谱法——五线谱→8.2.2.1  认识五线谱

u 用来记载音符的五条平行横线叫做五线谱。五线谱的五条线和
由五条线所形成的间，都是自下而上计算。五线谱是目前世界上通
用的记谱法，是在5根等距离的平行横线上，用不同时值的音符及
其他记号来记载音乐的一种方法。
u 五线谱的每根线以及线与线之间的空间，自下而上分别称为第
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第四线、第五线和第一间、第二间、第三
间、第四间。
u 如线和间不够用，可在五线谱上方或下方增加线和间。加线及
加间各分别称为上加第一线、上加第一间，下加第一线、下加第一
间等，各代表一个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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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通用记谱法——五线谱→8.2.2.1  认识五线谱

u 这些音级的固定高度由谱号来决定。谱号有三种：高音谱号，
又称G谱号，低音谱号，又称F谱号，中音谱号，又称C谱号。
u 五线谱有多种谱表，常用的有五种：即高音谱表（用G谱号）
、低音谱表（用F谱号）、女高音谱表、中音谱表、下中音谱表
（后三种用C谱号）。
u 女高音谱表现已不常应用，中音谱表仅用于中提琴，次中音
谱表常用于大提琴、大管、长号的较高音区。此外还有上低音谱
表、女中音谱表等。对于普通的音乐学习者来讲，会认读高音谱
表就足够了。



  8.2  常用记谱法

8.2.2  通用记谱法——五线谱→8.2.2.1  认识五线谱

u 假使音乐作品是写在几行五线谱上，那么，这几行五线谱就要
用连谱号连结起来。
u 连谱号包括起线（连结数行五线谱的垂直线）和括线（连结数
行五线谱的括弧）两个组成部分。
u 括线分花的和直的两种。花括线为钢琴、风琴、手风琴、竖琴、
扬琴、琵琶等乐器记谱使用。直括线为合奏、合唱、乐队记谱用。
u 在总谱中用直括线来连接同为乐器，把它们分成完全的或不完
全的乐器组。有时在直括线之外还加上辅助括线（花的或直的）来
连接同种乐器。在总谱中，独唱独奏声部如果只包括一两行五线谱
的话，左边只画一条起线，而不加括线。



  8.2  常用记谱法

8.2.2  通用记谱法——五线谱→8.2.2.2  历史脉络

一字谱

u 五线谱最早的发源地是希腊，它的历史要比数字形的简谱早得多。
在古希腊，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是声乐，歌词发音的高低长短是
用A、B、C……等字母表示的。
u 到了罗马时代，开始用另一种符号来表示音的高低，这种记谱法
称为“纽姆记谱法”，就是五线谱的雏形。“Neuma”源自希腊语，
意为符号，是用绘图的形式表示最早的纽姆形状。
u 这些纽姆符号有时表明一个音，也常常表明一组音，它能够帮助
演唱者记忆、了解各种曲调进行特征，但它不能表示音的长短，也没
有固定的高低位置，于是后人便划出一根直线，将纽姆符号写在线的
上下，以线为中心点，把音固定为F，再根据上下位置确定音高，这种
形式称为“一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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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通用记谱法——五线谱→8.2.2.2  历史脉络

四线乐谱

u 到了中世纪（11世纪），修道院的僧人多把纽姆符号放在四
根线上，从而确定了音的高低，这种乐谱称为“四线乐谱”。开
始的线谱是用不同的颜色画成的，如红线代表F音，黄线或绿线代
表C音。到了13世纪，四线乐谱采用全部黑色线，只是在线的前
端写上一个拉丁字母，以表示线的绝对音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
使用五线谱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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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通用记谱法——五线谱→8.2.2.2  历史脉络

五线谱

u 由于四线的纽姆乐谱并不能把节奏标出来，因此必须对每个音的长
短有精确的确定方法，这就是定量音乐的起因。
u 13世纪，乐僧佛兰克著的《定理歌曲艺术》一书首创了黑音符的长
度即我们现在用的时值不同的音符。
u 15世纪时，出现了白音符，音符种类也增加了。线谱发展到这种状
态时，已基本能记录音的高低位置和音长短。
u 16世纪，开始使用划分小节的记谱法，符头也变成了圆形。
u 17世纪，四线谱又被改进为五线谱，经过300年的逐步完善，现已
成为当今世界上公用的音乐记谱法。
u 五线谱传入中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1713年的《律吕正义》续
编，书中记述了五线谱及音阶、唱名等。五线谱在中国逐步流传和使用，
则于19世纪中叶以后随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及新学的兴办而有所推广。



  8.2  常用记谱法

8.2.2  通用记谱法——五线谱→8.2.2.3  学习识谱

谱例（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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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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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通用记谱法——五线谱→8.2.2.3  学习识谱

谱例（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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