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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是“瞬间发出，又瞬间消

逝的时间艺术”。1 在爱迪生没有发明留声机的几百年前，

人们只有到现场才能聆听到音乐家演奏的音乐。而今天，

我们坐在家中就可以欣赏来自于全世界不同时代、不同

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音乐。所有的

音乐呈现都是因为有乐谱的存在。换言之，这些即看不

见又摸不着的“声音”就是靠乐谱才得以流存下来。

作为音乐者能够欣赏、学习、甚至演绎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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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音乐作品，准确的读谱显得至关重要。一方

面，一代又一代的作曲家们通过乐谱把自己的作品呈现

在世人面前，面对纷繁记录音乐的符号与记号，人们能

否理解到作曲家当时所要表达的精神世界与情绪状态？

对乐谱的深入解读显得尤为可贵。另一方面，养成良好

的读谱习惯会为进一步地实践扫清障碍，更重要的是较

好理解乐谱所要传达的信息能达到更好地音乐呈现。

一、乐谱的分类与常用乐谱

（一）乐谱的分类

音乐的表现形式极其丰富，根据音乐的主要用途

（这里的用途主要说的是在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使用的

乐谱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声乐”与“器乐”。

1. 从声乐的演唱形式看

“单声部”用于独唱使用；“双声部”用于重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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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声部”用于合唱使用。

2. 从器乐的种类和演奏形式来看

和声乐一样，器乐也有“独奏谱”、“重奏谱”与

“合奏谱”。从器乐的种类看：民族乐器、西洋乐器、民

间乐器、打击乐器（无音高和有音高的打击乐）...

无论是什么样的乐谱，无论用于什么样的音乐形式，

最终所有的乐谱功能与使用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二）常用乐谱识读法的意义

由于“简谱”简明易学，便于记录、排印方便等优

点，在年代兴起的中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中，“简

谱”对于歌曲的传播发挥了极大作用，“简谱”在我国得

到了空前的发展，也成为了全世界最普及的国家。

另一方面，随着音乐的全球化发展，以西方为中心

的音乐教育已基本流行于各个国家，在专业院校里五线

谱的识谱与视唱成为必修课程，于是“五线谱”成为了

全世界通用的乐谱。由于“五线谱”与“简谱”适用于

大多数领域的音乐表现形式，同时，几乎所有器乐与声

乐的学习又都会涉及到识谱的内容，准确识读乐谱与正

确理解乐谱在音乐的学习中也成为最重要的环节。由于

除视唱练耳等一些训练读谱的课程外，在大多数技能技

巧的学习中这个部分不太容易引起学习者的重视，所以

有相当一部分的学习者并没有养成一个规范的读谱习惯。

二、读谱的误区

（一）读谱第一时间

1. 不看谱号

“谱号”决定了一个作品的“音域”和演绎“音区”，

作为线谱的识认来说，如果在学习之初没有养成看“谱

号”的习惯，会产生大量的错音，导致和声出现较大偏

差。另外，音域涉及较广的作品还会结合演奏的技法进

行完美的呈现，而不看“谱号”的习惯会把顺畅的表现

变得不合逻辑。

2. 不看调号

“调号”决定了一个乐段的调式调性，它所表现出来

的调性色彩直接会影响作品的本质呈现。如果不认真读

谱，很容易和临时变音记号混淆，给接下来的练习造成

诸多的困难和不便。

3. 不看拍号

“拍号”决定了一个作品的风格特点，强弱的交替规

律能让学习者在第一时间明确作品的律动和风格特点。

4. 不看指法

“指法”在器乐乐谱中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因为它

关系到如何合理的运用数学原理和医学原理较好地把我

们左右手十个手指最大化的得到发挥并有序地进行编排、

运动，以达到作曲家所需要呈现的音响效果。如果没有

养成看“指法”的习惯，就会无形地给自己造成演奏困

难。这就像街道上的汽车，如何在有序的交通规则下各

行其道而不造成交通的堵塞。

（二）读谱中期

1. 不分乐句

在乐谱中，旋律的上方会有连线作为乐句明确的提

示。但大多数的识认者却在识谱初期忽略了这个部分。

这会造成乐句原本的呼气和气口无法按作曲家初衷展现。

2. 不明晰乐段

音乐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属于自己的结构，有

平行关系、模进关系，还有对比关系。在识谱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养成对比分析的习惯，会在练习上耗费本来可

以节省下来的时间。

3. 不理会速度

通常情况下在每个乐谱的左上角都会出现关于速

度的音乐术语。如：广板（Largo）、行板（Andante）表

示 稍 缓 慢 的 速 度； 中 板（Moderato） 表 示 中 速； 快 板

（Allegro）表示快速；急板（Presto）…或者更为明晰的

拍速标记，如：某音符 =60，等号左边意思就是以几分

音符为一拍，右边就是一分钟 60 拍，那么以此换算“一

拍就是一秒钟”。这里可以看作是音乐节律的一个提示，

同时也附带了音乐的情绪特征。

（三）读谱细节

1. 节奏时值读个大概

在节奏的读谱中，如果在学习之初没有养成“分

拍”的读谱习惯，那在一些常用节奏型或较长时值音符

的地方，识谱者往往会把这些较熟悉的节奏型一带而过，

最终造成抢拍子或时值不够精准的情况，这会对后续多

人的合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2. 视而不见的休止符

“音符”是用来记录不同长短音行进的符号。“休止

符”则是用来记录不同长短音间断时值的符号，换一句

话说，“休止”是以一种无声的状态在音乐中出现。也正

因为这样，“休止符”常常会被忽略，特别是处于乐句末

尾休止的部分。

3. 熟视无睹的音乐表情记号

在乐谱中，旋律的音高部分是最容易在识谱之初让

学习者关注的内容。但在音高旋律之外往往根据乐曲的

需要标注上一些音乐表情术语加以说明。如：快慢、强

弱、呼吸、停顿、情绪、表现法等等…。如果读谱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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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和仔细，将会把大量的内容遗漏，最终呈现出来的

作品会与原作相差甚远。

三、如何正确读谱

（一）关于音高旋律

1. 单音

旋律的构成中“音高”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

在音乐的学习之初，老师们往往会把“七个基本音级”

以及它们在不同的音组上“音位”与乐谱上的“音符”

位置、“音乐呈现方式”的位置三者对应起来进行教学。

举个例子来说：钢琴学习的识谱初期，需要学习者把乐

谱上的音符，琴键上的位置和最终发出的音高三者进行

统一，抛开发声技能和技巧的前提下，这个音乐行为只

完成了最小的一个单位。因为乐谱上的一个音符往往有

着多重的“信息”。

如：哪只手演奏、指法、技法、音的位置、音的长

短、音的强弱、音色、以及音的对位等等。只要其中有

一个条件没有留意，会对接下来乐曲的呈现产生巨大的

影响。

2. 乐句

音乐的表达和人类的语言一样，是由字到词，再到

句。在音乐中，“乐句”不仅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还有着抑扬顿挫的“语气”和不同情绪下的呼吸……就

如下面这首作品一样，如果不按乐谱上标注的分句符号

而使任意地按小节呼吸的话，演绎出来的效果将会和作

曲家的意图完全背离，作品所要表现的音乐形象也不再

分明。

例《哈巴涅拉》

3. 乐段

乐段从结构来说有“方整乐段”，还有“非方整乐

段”。方整“乐段”往往是在一定数量（大多为四句或呈

倍数）乐句的基础上构成的。通常情况下，“乐段”是表

达一段相对完整的音乐思想，有明显的终止感。在音乐

中，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乐段、也可以为一段持续进行

的音乐动机作为开发式的进行、也可以是对比关系变化

后的转换式进行。一首作品中不同乐段所要表达的音乐

思想和整个作品的精神表达是需要演绎者去仔细读谱，

分析其中关系而最终呈现的。在乐谱识认时如果加以观

察和分析，会让练习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关于节奏的认知

很多学习者对节奏的理解就是：音符在一定时间单

位内的长短关系。所以，当面对陌生的乐谱时，大多数

的识谱者都会在第一时间去关注旋律当中的节奏型，而

忽略节奏的其它特性。

乐谱上关于节奏的符号记录是很复杂的，在音乐中

随时会涉及到的有“拍子”、“拍速”、“拍律”、“节拍”、

“节奏型”、“律动”等等。

1. 拍速与拍子

一个音乐的“拍速”会影响到这个作品的拍律，不

同“拍律”下的“拍子”（这里也叫“稳定拍”）注定了

这个作品的情绪表征。想象一下，如果云南民歌《小河

淌水》改变原有的悠扬的曲风提示，用欢快地演绎风格

会是什么样地效果？

2. 节拍与律动

“节拍”在旋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因为作品

在呈现的同时，要侧重旋律的流畅，除了三拍子的作品，

我们会发现重音的表现没有那么的明显，导致很多二拍

子和四拍子的音乐表达忽略了拍子所赋予音乐作品的风

格特征。

3. 细节读谱的增色剂

音符的时值是在初学音乐时就要掌握的部分，当不

同时值音符组合成节奏型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其中较长

拍子的时值。例如：XX X 这个节奏，大多数的学习者会

忽略四分音符的拍子时值，通常经过演唱或演奏后的效

果为 XX X0；XX X X - 经过演绎后的效果为 XX X X 0；

这就是对音符时值满拍，需要准确性表达认识不够而导

致的。音符的拍子需要唱（奏）满，相反的却是对休止

符的视而不见，这也同样成为了大多数学习者容易出现

的问题，特别是出现在乐节或乐句后面的休止符特别容

易被忽略。

“休止符”作为标记音乐停顿或静止的记号，无论它

休止长短的不同，都在音乐中取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在

音乐中，休止有时是一种语气上的停顿，有时需要配合

音乐有一个喘息、有时是节奏的需要，有时是为了衬托

后面的音乐形成强烈的对比…总之，在这里虽然是无声

的呈现，是音乐行进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三）细致入微的情感表达

音乐是人类情感表达的最高形式。作曲家在作品创

作时所呈现的状态和当下的情感表达是每个作品的精华

之处，就像美味佳肴无法离开调味的“佐料”一样。在

音乐中，表情符号和一些特定的音乐术语就是音乐的

“调味剂”，它们能让人们打开感官去深入地感受作品的

内在与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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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我国著名的词人“龙七”和作曲家“黄自”先

生的作品《玫瑰三愿》来说：

1. 初读谱

（1）6/8 拍的行板，把基调定位在了悠扬而富有律动

的旋律之上。

（2）全曲共分为两个乐段：乐段 A 为“E 大调”，用

叙事性方式表现了花朵宁静的绽放，给人一种温柔而略

带伤感地印象。乐段 B 转入“#c 小调”，用拟人的手法说

出来玫瑰的“三个愿望”。

2. 细节读谱

（1）“弱起”和接续的“切分”带来的不稳定感，区

别于传统的 6/8 拍节律。

（2）向上三度的“音程”作为音乐动机，“音级递

进”、“模进节奏型”为乐节旋律变化的主要形态。

（3）每一个乐节的尾端都会有一个“休止”，让音乐

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为后面的部分埋下了伏笔。

（4）乐句中的“连音线”和“延音线”展现出来的

呼吸，进一步突显了音乐形象情绪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

（5）A 段结尾的 9/8 拍开始，力度加强，在变缓的速

度中结束第一段。B 部分开始，旋律中“速度记号”与

“强弱记号”的不断提示，标示着这个作品三次愿望的

三层级关系，从 A 部分的温柔吐露到 B 部分的急切与热

情，更进一步表现了复杂的情感。

（6）结束句中三个“保留音”和“自由延长”记号

再一次强调了“期待”和“无奈”。

3. 乐谱理解

（1）《玫瑰三愿》创作于 1932 年 6 月，当时中国社会

正处于战乱时期，社会动荡，矛盾十分尖锐。淞沪之战

结束后，国立音专的教师“龙七”到校园上课，看到校

园内遍地凋零的玫瑰，心中感伤，触景生情而写下了这

个作品的词。在这首词的背后表达了对国破家亡的忧愤

之情。

（2）黄自先生谱写的曲中，把音乐的意趣、节奏、

句法等等融合在歌词中，利用伴奏和声将一个不甘于命运

的女子憧憬美好未来细腻、复杂的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作品，需要从音乐的多方面进行细

致地识读与分析才能够较全面地呈现。无论什么样的乐

谱，都具有同样的功能就是将作曲者的音乐所感配合相

应的表现形式用最适合的符号加以记录，并让看到乐

谱的演绎者能够还原作曲者的初衷，实现音乐的二度

创作。

作为复杂语言的音乐表达就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音

乐人细致的记录才让它们得以流传。同样，只有我们养

成良好的读谱习惯，并掌握这些记录音乐语言的符号才

能够让这些代表人类文明的艺术瑰宝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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