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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教授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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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20日下午3时，作为国乐馆国音讲坛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中国音乐学

院吴文光教授在中国音乐学院主楼513教室作了题为《&lt;中国传统音乐符号重建工程

&gt;解析》的学术讲座。 

       讲座的主要内容有：音乐是具有阐释性的。西方古典音乐的阐释性主要通过作曲
家、演奏者和听众三方的关系模式来体现，特别强调演奏者对固定作品的阐释，作品
一旦由作曲家写成乐谱，演奏者对其曲调和节奏两个音乐的主要方面是不能作任意的
改动的，这是一种强调原创性的阐释。还有一种是即兴性的阐释，把原创的音乐作为
基本材料，由演奏者在演奏中应用某些旋法和节奏模式来即时进行变化和发展。中国
琴乐的阐释性虽然也关联着上述情况，但方式和过程却大有不同。它是通过在琴曲记
谱时开放节奏描述的途径，使得共时或非共时的个体可以据谱参与到对同一曲名的一
首乐曲的创造性活动中来，从而形成了版本群和原作者以外的阐释群，形成了古琴音
乐千年以来绵延不断，一脉相承和丰富多彩的状况。这属于一种打谱性阐释。 

      现存琴谱是用汉字或汉字偏旁部首组合成“减字”，并根据古琴的徽位与弦位并
结合左右手各种指法来描述演奏状况的特殊乐谱。这种记谱法并不直接记录音高，也
不标明具体的节奏时值，所以弹奏者必须通过不断的对谱打按（打、按是古琴左右手
的两个重要指法），才能使乐曲得以重建。这种做法习惯上被叫做“打谱”。中国的
琴乐作为文人音乐体系的一个主流，基于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的理念，选择了打
谱的音乐思维方式以作为其维生结构。琴乐记谱方式的开放性体现了古琴的整体生命
观；而在这种独特的谱式条件下，琴家变得有可能以打谱这种方式来将个体时间融入
到整体时间之中，从而形成了古琴独有的打谱史。 

      转型是琴乐被现代社会接受和兼容的主要办法之一。从功能上讲，可以达到个体
向群体的转化，即受众关系之改变；从形态上讲，可以实现单声向多声的转化，即现
代音乐要素的融入；从方法上讲，琴、器有时可以分离，从而使琴乐的丰富曲库得以
充分使用。迄今为止，积数十年的研究经验和成果，无论从音乐文化或形态诸方面，
我们对传统音乐的调查已达到了一个相当广泛和深入的程度，传统音乐的曲库也已基
本形成（民歌、戏曲、器乐各大集成的陆续完成和出版）。古代器乐作品，特别是古
琴打谱、诠释方面也取得了很多进展。因此，筛选和多方位审视这个业已累积起来的
庞大曲库，确定某些易于重建的项目，并对之进行文化和形态两方面的相对定型，就
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同时，音乐技术的发展及创作经验的积累使琴曲的重建成为可
能。而其途径便是完型摹写。完形摹写中国音乐历史符号的重建，要求我们在对于古
代的音乐作品，特别是古琴作品转化为现代乐队作品时，要脱开近现代历史上所形成
的一般主题改编的模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这些音乐原型达到整体把握和进一步深
入。摹写是一种仿真，它首重的是对原型结构层面的可能再现（包括曲调、节奏、音
色、吟猱及滑音等微观层次在内）。相对于前面几种阐释方法，这可以算作“化生性
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