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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年，音乐会
扎堆，我们在欣赏美妙
旋律时是否想过，是五
线谱精准的记谱法才使
得音乐能忠于创作者原
味地表现出来。记谱法对
于音乐，犹如文字之于语
言。在人类音乐文明进
程中，五线谱是何时发
明又是如何发展沿用至
今天的？

五线谱何以成为精准的音乐语言（上）
! 孙宇宁

! ! ! !最早期的人类音乐信息，只能通过口传
心授才能代代留存。在近现代高科技声音载
体出现前，记录和存储音乐只有记谱法一种。
现今最为人们熟知的五线谱，忠实地将曲作
者的创作意图、创作成果“书写”出来，称得上
是人类音乐文明创造的奇观，也是音乐语言
产生和发展的缩影。

记录在植物上的乐谱开
启了记谱法

五线谱的最早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
期。音乐在古希腊知识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古希腊人使用过两种记谱法，都用字母
或类似字母作为符号，一种用来记录声乐旋
律，另一种记录器乐旋律，声乐记谱法大约产
生于公元前 !世纪末的艾奥尼亚语，器乐记
谱法可能更早。现存于维也纳国立图书馆内，
写在被称作帕皮鲁斯的植物制品上的乐谱，
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谱，距今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

也有研究显示，在 "#"$年发现的一座距
离开罗西南 "%%英里的城市———奥克西林库
斯的一处古代废墟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公元
前 &世纪晚期留存下来的音乐书面记录———
一首写在莎草纸上的赞美诗片段。在那个音
乐通常由口头传播的年代，即便是潦草地书
写在莎草纸上的私用残存物，也是极其罕见
的。这也是当时唯一留存下来的音乐记录。在
这首赞美诗的上方，由一些字母排列或简单
的辅助线条符号，来记录音高与音值，这也是
最早的乐谱格式的典型特征。它有八个不同
的音符，跨越了八度音程，这些排成一条直线
的字母，每个音符对应一个音阶，以及长短格
和短长格的音阶组合；音符上水平的笔画和
单独的小点，则提示了演唱时哪些字句该如
何加以强调。
此外，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一位学者也

曾于 "#$!年发表文章，论证了在源于两河流
域的楔形文字板上发现了最早的音乐记谱法。

作为五线谱记谱法的前身———纽姆记谱
法大约出现在公元 $世纪。“纽姆”一词源自
希腊语，意为“符号”，是用绘图的形式表示音
乐的一种方法。从 $世纪开始，为了使那些不
常用的传统乐曲不致因间隔太久而被遗忘，
抄写乐曲的人们就在歌词的上方添加一些与
语言重音或标点相似的符号，简明扼要地指
明乐曲旋律的上下走向，这种符号被称之为
“纽姆谱”。

初期的纽姆记谱法，仅限于指示出曲调
的方向，无法标注出音高位置和音符长短。后
来有人创造性地使用一根直线，将纽姆谱标注
到这根直线的上下方，把这根直线定义为 '，
于是，出现了五线谱的始祖———一线谱。

在 #世纪中叶，用纽姆符号抄写的完整
圣歌旋律出现。在记谱法的发展过程中，有的
地方开始按照音程的大小来排列纽姆符号之
间的上下空间距离。并且，逐渐形成了指明旋
律音高和音程结构的纽姆记谱法，其中有些
符号可以表明单一音符或者是一组音符，帮

助人们完整地记录音乐旋律。后来这种纽姆
谱又逐渐发展到两线谱和三线谱。

五线谱曾经是彩色的
与如今的黑白世界不同，五线谱在繁衍

过程中曾是多彩的。
在 ""世纪，意大利阿雷佐的一个叫圭

多·达莱佐的乐僧将纽姆谱线加到四根，规定
音高为 (、)、*、+，音域为八度左右，通过谱号
或颜色来表示不同的音高，红线代表 '音，黄
线或绿线代表 ,音，使音高记写更为准确，这
种乐谱被称为“四线谱”，它们后来成为五线
谱中高音和低音谱号的起源。此后由于演奏
的需要，纽姆谱相继又出现了六线谱、七线
谱，甚至十一线谱。为纪念五线谱的发明与诞
生，人们把圭多·达莱佐称为“五线谱之父”。

那么，“踏着五彩祥云”而来的五线谱，又
是如何回归黑白世界的呢？

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不约而同地参与到更
为精准的音乐记谱探索中，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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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示这段记谱的绝
对音高。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欧洲渐渐普及。
但遗憾的是仍无法显示明确的节奏。特别
是多声部旋律越来越复杂，人们迫切需要
找到一种方法来精确描述每个音的长短，
这时德国科隆一位名叫佛兰克的修士，在
他所著的《定理歌曲艺术》一书中，首创了
以“黑音符”的不同长度。这种用音符、休止
符和记号严格规定音长短的记谱法，是对
纽姆谱的补充和丰富，堪称线谱发展中里
程碑式的改良。

"!世纪时，黑色音符的风潮退去，音符种
类增加，出现了用空心音符来代表音值，也就
是俗称的“白音符”。线谱发展到这一时期，已
基本能记录音高的位置和音的长短，符头也
变成了圆形。

为改变乐谱谱线过多过复杂的局面，欧
洲各国后来又将纽姆谱统一为五条线，过高
或过低的音用加线来表示，使音高的记写更
趋完善。"-世纪起，在纽姆谱和定量记谱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五线谱趋于完善，逐步定型
并一直沿用至今。

经过几个世纪的“磨炼”，五线谱逐步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确。作曲家可以据此更为
精细地标记音量、速度和音色变化，可以说能
得以“事无巨细地呈现”。

水满则溢。过于精准的音乐“语言”后来
又被一些人认为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细
致入微地传达作曲家们的创作意图，但挤压
了演奏者即兴发挥的空间，这让音乐演奏者
大呼“不过瘾”。于是，记谱法又发生了方向上
的转变，音乐的最终解读权被交还到表演者
手中，表演者不再拘泥于“精准呈现”，而是大
胆释放个性，这使得每一次演奏都变得独一
无二。

至此，音乐记谱法历经上千年的发展，从
最初作为备忘录的概要，到能帮助演奏者精确
地重复演出，兜了一大圈后，又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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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滚滚江水间思考未来

上了火车，心里比较紧张，因为在坐汽车
时曾在起动和停车时差点摔倒！火车比汽车
快，惯性肯定更大！我把腿叉得开开的，侧身
站立，双手死命抓着旁边的座椅，因为心里太
紧张，加上刚刚的拥挤，满头大汗。随着铃响，
火车开动了，根本感觉不到惯性。我还是保持
那个动作几十分钟，因为担心急刹车或急拐
弯。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放松。

那车是从连云港到南京的，车
厢里分长座和短座，长座能坐 .人，
短座能坐 /人。我身旁的长座上坐
了一家人，一位奶奶、一对父母和一
个孩子，那孩子看着和我差不多大，
是个女孩，我猜是因为考上好高中
了，家长带孩子去南京旅游。他们一
家四口坐在那儿，吃着饼干。我看那
女孩扎着小辫子，穿着裙子，很漂
亮，再看自己，穿着大裤衩和汗衫，
和车厢氛围极不协调。这是我第一
次近距离观察城里的同龄人，第一
次有了自卑感，觉得人和人差距太
大了。我默默地坐到过道上，把头埋
起来，再也没敢靠近。因为我害怕被
那个女孩看到，担心被她嘲笑。
到了南京，我下了火车就买了张到九江

的船票。湖北黄梅县就在江西九江对面，地图
上查的，买了船票后我决定从火车站走到十
号码头。问清了路线我就开始徒步。为什么不
坐公交车呢？因为在农村养成了一切步行的
习惯，根本没有坐公交车的概念。

满街闪亮的路灯让我慢慢兴奋起来，大
城市就是大城市啊！都后半夜了路灯还不关
掉，大街上都是水泥路面，这要多少水泥啊？
我思考着、赞叹着、惊讶着。碰到超过 "%层的
大楼，都要停下来，上上下下地看。
那时候江苏最高楼是 &-层的金陵饭店，

小时候听村里人说起金陵饭店，最顶层是旋
转餐厅。我一直搞不懂餐厅怎么能转呢，也想
象不出来 &-楼到底有多高。所以我一路问别
人金陵饭店在哪儿，想从南京火车站走到金
陵饭店，再从金陵饭店走到十号码头。
到了金陵饭店，不可能上去啊，就绕着金

陵饭店绕了 "%个圈都不止。仰头看啊，这么
高的楼，这么宏伟的楼，真是难以置信。想象

不出站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就想日后要进这
饭店吃顿饭。后来还真去吃过一次，倒不是为
了儿时的梦，是别人请客，好多年前的事了。
生平第一次我有了某种抱负，心灵受到

震撼，内心世界发生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变化。
还有一个插曲。从南京坐船去九江要两

三天。一个走江湖的老头儿在船上没什么事，
就教我魔术，一天教了我 &$个魔术，我都学

会了。他就怂恿我，你不要回家了，
跟着我吧，我没有儿女，一身本事传
给你后，你跟我一样，一辈子把所有
地方走遍。他还给我买了方便面，那
是我第一次吃方便面，比农村的面
条好吃多了。他说，你看，好吃吧，跟
着我，这样的日子天天都有。老头儿
的鼓动确实让我心动了几秒钟。
夜晚的江风稍带凉意，我站在

船上，看到滔滔江水，想到那首诗，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回想自己离家短短几十个小时
的种种经历，第一次思考自己的未
来，人生很短暂，就这么几十年，我
不能像师傅（我喊那位老头儿师傅）
那样去做杂耍，我想做点事情，做一
个了不起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发

誓，我一定要考最好的大学，要去北京或上海
上学。我要去见识更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我花了 .天的时间到了姑姑家所在的镇

子。信封上面就写着供销社，姑姑家姓什么我
都不知道，不过后来还真让我找着了。我去供
销社问有没有在江苏有亲戚的，我姓刘。他们
挺热心的，带着我一个个问，你们有江苏的亲
戚吗？还真有个售货员说，我们家有，姓刘。
那就是我表姐，从来没见过，我表姐已经

/%岁了，就在那供销社做售货员。
一看，也不认识，吓了一跳。那时候我兜

里还剩一块多钱，在镇上还不忘买礼品，买了
香蕉———到姑姑家不能空手呀，失礼，外婆教
我们，最穷的时候去别人家也不能空手，哪怕
带一点花生、两个鸡蛋也可以，空手去不行。
买了香蕉后，就剩两毛钱了。到了姑姑家，姑
姑差点就晕过去了，姑姑说，你爸爸已经打了
五封电报了，都是问你是否来了我这里。她已
经让姑父回电报：未见强东。姑父正好回来
了，赶紧跑出去再打电报：强东已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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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斗比明斗耐寻味

《三岔口》是武戏，主角有两个，一个是武
生任棠惠，一个是武丑“开口跳”刘利华。武生
和武丑同台，观众会觉得武丑更好看。看三岔
口的观众，给刘利华的彩声要多得多。
刘利华是在《三岔口》开黑店的江湖上的

人物。他的妻子是个武旦，当然也会开打。这
两个人开的店，谁要住进去，只怕是凶多吉
少。没想到有一天会分头住进去两个武艺高
强的角色，一个是焦赞，是武净扮的，还有一
个就是任棠惠。四个武的凑在一起，打得昏天
黑地。晚上摸黑打，气势是打不起来的。试想，
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我，两个人瞎打，如何
打法。这种打法，只有京剧才能做到。观众要
看的就是这玩意儿。瞎打，却打
得头头是道，就像毕加索画人
物那样不好理解，然而却好看
得很。
瞎打，也就是盲目地打，但

井井有序，比看明打更觉有条
理，所以好看。如果盖叫天和叶
盛章上台，准卖满座。至于剧
情，只是看演员的矫捷身手而
来的人，大概都弄不清，这不要
紧，反正摸黑打斗就是剧情。
我问过内行，才知道有这

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宋朝杨家
将里一个莽汉焦赞，大黑脸，一
生不知杀过多少人。有一回杀
了在朝的大臣谢金吾，被充军
问罪。杨六郎派任棠惠一路上
暗中保护，住进刘利华在三岔
口的黑店，四个武角儿，生旦净
丑，唱一出《三岔口》。武戏往往
没多少情节，所有的细节都是
打，谈不上深文大意的。
马得下笔，线条爽利，画武

戏比文戏更生动。
我青年时代在上海多次看

过盖叫天和叶盛章合演的《三岔口》，盖叫天
出手之“稳准狠”为海上第一，而叶盛章之矫
捷也一时无二。《三岔口》是“开口跳”应工，
“开口跳”除了身手矫捷，还要发音响亮。而叶
盛章嗓音较闷，亮音不足，是其先天不足处。
好在此剧只是闷着头打，没有什么需要爽脆
的嗓子发挥的念白，所以一场戏下来，没有什
么使观众感到不足。因此他最爱演这出戏。

现在有些戏校出身的青年武生武丑，基
本功好，嗓音也亮，在电视上见过他们演这出
戏，扑跌翻打，很是出彩。不过火爆有余而稳
准不足。毕竟出道不久，年纪尚轻，假以时日
用功苦练，后来者居上也未可知。总而言之，
能把一场在明灯下演的戏化为看得见的黑
夜，才算演得成功。
因想到黄宾虹的山水画，在一片黑中漏

一点点白，观画者就在这一点点白中呼吸氧
气，浑身都享受着爽快。看《三岔口》所享受的
也恰是这种爽快，戏与画统一在这种意境之
中。细读马得此图，正属此境。

百戏图
图!马得 文!俞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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