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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機 

近年來，多媒體的內涵式分析及

查詢逐漸成為熱門的一個主題，而目

前的分析主要都是針對西方樂器，如

鋼琴及小提琴等樂器，缺少對中國傳

統樂器的分析。為了進行分析，便需

要完全數位化後的曲譜作為資料來源，

但有些中國傳統樂器的譜不適用於一

般的西洋五線譜的格式，因此無法以

現有的方法直接數位化來進行內涵式

分析及查詢。 

為了利於內涵式分析及查詢，就

需要特別設計一套方法來數位化這類

樂器的曲譜‧在此本專題選定的樂器

為古琴，所以接下來本專題將探討如

何將古琴的曲譜數位化，使其成為能

用於內涵式分析及查詢的格式。 

二、古琴簡介 

2-1背景簡介 

古琴的由來([1])有一說是始自

伏羲，《琴書》說：「伏羲削桐為琴。」

以此表示古琴悠久的歷史。而在有據

可考的琴中，最早的琴是在西元前 433

年戰國時代的曾乙侯墓中出土的琴，

距今也已經有兩千多年悠久的歷史。

在歷史上「琴」就是古琴的別稱，近

代因為其古老的歷史再加上現在的琴

有許多種類，因此為了避免混淆便改

稱它為「古琴」。 

自古以來，中國文人便將琴棋書

畫列為其基本素養，而其中的琴，指

的便是古琴，由此可見在中國文化上

古琴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近代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亦於 2003年 11月，

公佈將古琴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圖一)，由此可見國際上亦認同古琴

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圖一 教科文組織公佈古琴為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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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古琴譜 

古琴譜早期使用的記譜方式是文

字譜，是使用文字來描述古琴的彈奏

指法、弦序、和徽位的一種記譜法，

此種記譜法一個音動輒以數十個字來

描述，十分繁瑣且不易閱讀及理解。

其中現存最早的文字譜是南北朝時期

的《碣石調幽蘭》(圖二)。  

 

圖二 文字譜《碣石調幽蘭》 

    由於文字譜過於繁瑣而不易於傳

承及使用，在唐朝時由曹柔等人發展

出減字譜，將各種指法皆指定一個偏

旁來代表，將彈奏的方法符號化，再

由各偏旁組成一字，稱為減字，用一

個減字來代表一個音彈奏時所需的指

法，再用減字來記載樂譜構成了減字

譜，範例如圖三。此法大幅的簡化了

古琴譜，沿用至今，現在古琴的記譜

方式仍是使用減字譜。 

 

圖三 減字譜範例 

2-3古琴譜傳承 

   《神奇秘譜》(圖四)原名《臞仙神

奇秘譜》。此書為明代朱權所編印，是

現存最早刊印的一部琴曲譜集。全書

分上、中、下三卷，各曲之前多有詳

盡的解說，記錄了琴曲源流演變及內

容表現。其中搜羅了許多古曲的經典

及傑作，使其具有極高的音樂價值及

歷史價值，在古琴的傳承中佔有極重

要的地位，即便在現代仍有許多名曲

能在《神奇秘譜》中找到其源頭。 

 

圖四 神奇秘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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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曲集成》(圖五)是由中國藝術

研究院和北京古琴研究會編纂，由當

代古琴大師查阜西帶領，在二十多個

城市對當地琴家、琴曲、及琴譜進行

普查，收集了從六朝丘明傳譜的唐代

文字譜到清末民初一千三百多年間的

一百四十二種琴譜，全書共三十冊，

其中舉凡收藏地點、流傳的版本、該

譜的特點及所涉及的古琴流派皆有記

載，整部書宛如記載了古琴音樂的歷

史演進，盡力保存了古琴的歷史，是

一筆極其珍貴的資料，在古琴文化的

傳承上有著無法取代的重要地位。 

 

圖五 琴曲集成 

2-4指法譜 

減字譜是使用指法譜的方式記譜，

指的是減字譜並不記錄音高、音長等

聲音的資訊，而是只記載如何彈奏一

個音的彈奏指法的資訊。這種記譜方

式與五線譜和簡譜的記譜方式大不相

同，甚至在古代，都是由師傅當面傳

授彈法，用一教一彈的方式傳承古琴

音樂。因此減字譜中最重要核心的便

是指法，而因為最重要的指法不可省

略卻又無法直接用數位的格式記載的

關係，使其無法直接轉換為五線譜或

簡譜。 

2-5指法 

古琴上有七根弦及十三個徽位，

如圖六，通常使用左手按徽位右手彈

弦的方式進行彈奏，而七根弦由外向

內、從低音到高音分為第一弦到第七

弦。 

因為古琴流派眾多，且各流派多

少都有一些獨特的指法，在此本專題

以[2]做為參考，選定梅庵琴派的《梅

庵琴譜》作為指法分類的基礎。一般

而言，減字譜指法符號依照其功能可

以大致分為右手表聲符號、左手表韻

符號、以及輔助符號等三類。 

(一) 第 I 類減字譜指法：右手表聲符

號此類符號指示右手彈弦的發聲手法，

可以再細分為三小類。 

I-1 單聲指法：右手彈奏單一琴弦，

包含擘(a)、托(b )、抹(c )、挑(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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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e )、剔(f)、打(g )、摘(h )

等傳統上所謂的八法，以及急勾

(i )等。 

I-2 雙聲指法：右手接續彈奏同一

琴弦兩次，如勾剔(j )；或接續彈

奏兩條琴弦，如歷(k)、急歷(l )、

半輪(m )、双彈(n)；或同時彈奏

兩琴弦，如撮(o )、反撮(p )等指

法。 

I-3 複合指法：右手彈奏指法較複

雜，發聲數在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指

法，包含搯撮三聲(q )、潑刺(r )、

搯潑刺三聲(s )、滾(t)、拂(u)、

伏(v)、打圓(w)、背鎻(x )、輪(y )、

索鈴(z )等指法。 

(二) 第 II 類減字譜指法：左手表韻符

號與西方音樂相較，古琴音樂的一

項顯著特徵是對“韻”的追尋。左手

表韻符號指示左手作韻的手法與

位置(徽位)，可以再細分為四小

類。 

II-1 基本表韻指法：指示使用那左

手一根手指作韻，包含大指(3 )、

食指(4)、中指(5 )、名指(6 )、

跪指(7)等五種指法，以及散音

(0 )、按音(1 )、與泛音(2 )等三

種基本左手按弦方式。 

II-2 滑音指法：包含基本滑音如綽

(D )、注(E )、上(F )、下(G )、

忤(H)、硬(I )、淌(J)等指法，以

及組合滑音如進復( )、退復( )、

撞(N)、双撞(O)、逗(P )等指法。 

II-3 顫音指法：包含吟(R)、遊吟

(S )、飛吟(T )、落指吟(U )、長

吟(V )、細吟(W)等顫動範圍較小

的顫音，以及猱(X )、蕩猱(Y )、

小猱(Z)等顫動範圍較大的顫音。 

II-4 其他表韻指法：不屬於上述三

類的其他表韻指法，包含次(§  )、

掐起([)、抓起(\ )、帶起(] )、

推出(^ )、罩(_)、虛(` )、畜(Q)、

分開({)、大分開(| )、吟分開(})、

放合(~ )等。 

(三) 第 III 類減字譜指法：輔助指示

符號。 

III-1 反覆指示：包含從頭(« )、從

﹁(  )、﹁ (  )、再作(¬  )等標示

反覆樂段的指示符號。 

III-2 泛音指示：包含泛起(  )與

泛止(¡  )等標示泛音樂段的指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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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III-3 速度指示：包含就(¨  )、不動

(©  )、急(£  )、緩(¢  )等指示演奏

速度的符號。 

III-4 表聲補充指示：包含至(¥  )、

如一(¦  )等表聲補充指示符號。 

III-5 其他指示：不屬於上述四類的

其他輔助指示符號，包含曲終(¯  )、

少息(¤  )等指示符號。 

 

圖六 古琴範例 

2-6減字的拓樸結構 

    在減字譜中每個減字偏旁都對應

特定的彈奏指法及按的位置，基本上

每個音都以右手的彈弦指法，及左手

的按弦位置兩部分組成，而減字譜中

的減字通常上方位置代表左手的指法，

下方位置代表右手的指法。例如圖七

的減字，此減字代表的是大指九徽勾

二弦的指法，意思是左手大拇指按在

第九個徽位的位置，右手中指向內勾

第二弦。 

這裡本專題使用[2]中的 QinXML

的拓樸結構分類。[2]中分析整理《梅 

 

圖七 大指九徽勾二弦 

庵琴譜》當中所有琴曲的減字譜字符

使用的拓樸結構，歸納出八種不同的

減字譜指法符號組成的拓樸結構。如

表3所示，包含上下結構、左右結構、

左上包結構、左下包結構、右上包結

構、上三包結構、全包圍結構、與T字

結構。利用此八種不同的的拓樸結構，

可以完整的表示《梅庵琴譜》當中所

出現的所有減字譜字符。 

 

圖八 減字譜字符使用的拓樸結構 

由於一個減字譜部件可以由多個

減字譜部件所構成，所以減字譜字符

的拓樸結構形成階層式樹狀結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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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用減字譜字符拓樸樹的方式來

表示其拓樸結構。一個減字譜字符拓

樸樹(topological tree of abbreviated 

character)，是由一個或多個減字譜部

件作為節點所形成的樹狀結構。最上

層根節點為減字譜字符，中間節點為

減字譜部件，最末端的葉節點則是減

字譜指法符號、徽位或是絃位。圖八 (a)

為一結構複雜之減字譜字符範例，其

對應之減字譜字符拓樸樹如圖八 (b)

所示，根節點減字譜字符為上下結構，

由兩個減字譜部件所組成：上方減字

譜部件“大指六二徽”為左右結構，

其中右方減字譜部件“六二徽”再進

一步分為“六”與“二”兩個徽位指

示符號；下方減字譜部件撮音為T 字

結構，由“七”、“o” 與“ ”等

三個減字譜部件所組成，其中“ ” 

再進一步分為“0”與“:”兩個右

手彈奏指法指示符號。 

2-7 QinXML 

 在[2]使用了修改MusicXML

而來的QinXML來儲存減字譜字符拓樸

樹，以達到儲存減字的目的，本專題

則沿用其QinXML來儲存減字，而關於 

 

(a) 減字譜字符範例 

 

(b) 減字譜字符拓樸樹範例 

圖八 減字譜字符拓樸樹範例圖 

QinXML的語法範例將以圖七中的大指

九徽勾二弦為例，其完整的QinXML編

碼如圖九所示。 

三、目的 

 現存的古琴譜皆是以圖片方式掃

描進電腦中來數位化，其原因是因為

如圖七一般的減字並不存於現今的任

何中文字型中，因此無法表示成實際

文字來儲存。而使用此種方式數位化

的減字譜無法用來進行內涵式分析及

查詢。因此本專題的目的便是不以圖

檔的方式數位化古琴減字譜，而是期

望以減字為單位將曲譜完整的數位化

儲存於電腦中，以利於用來進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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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大指九徽勾二弦之 QinXML編碼範例 

式分析及查詢。 

四、研究方法 

4-1 減字的顯示 

4-1-1 減字指法偏旁創造 

   想要顯示減字譜便需要有減字，但

減字並不存在於現今的中文字體中，

且其種類繁多，具有數萬種字，因此

若逐字製作擇期工程過於浩大，因此

本專題採用的方法是製作減字的基本

偏旁，再由這些減字偏旁來組成減字，

如此一來便可以達到顯示減字譜的目

的卻又可以不必製作數萬字的減字。  

<Jian-Zi-Pu> 減字 

<abbreviated-character topology=top-bottom> 根元件，上下結構 

<top> 上下結構：上 

<abbreviated-component topology=left-right> 元件，左右結構 

<left-fingering> 左手指法 

<left> 左右結構：左 

<finger>chief</finger> 手指：大指 

</left> 

<right> 左右結構：右 

<mark>9</mark> 徽位：第九徽 

</right> 

</left-fingering> 

</abbreviated-component> 

</top> 

<bottom> 上下結構：下 

<abbreviated-component topology=upper-right> 元件，右上包結構 

<upper> 右上包結構：右上 

<right-fingering>gou</right-fingering> 指法：勾 

</upper> 

<right> 右上包結構：中間 

<string-number>2</string-number > 弦：第二弦 

</right> 

</abbreviated-component> 

</bottom> 

</abbreviated-character> 

</Jian-Zi-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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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作上，將以教育部標楷體為

主來進行造字，將古琴所需的基本字

型利用造字的軟體加以編碼於 ASCII

中(圖十)，便於之後組合及顯示成減

字，圖十一為使用四種字型各自造出

來的減字偏旁範例。 

 

圖十 減字偏旁造字過程 

 

圖十一 減字基本偏旁範例 

4-1-2 由偏旁組成減字 

在造完減字的偏旁之後還需要將

之組合成減字，本專題利用 C#環境撰

寫程式，將基本偏旁組合成減字表示。

作法是將拓樸結構及基本偏旁讀入，

再利用程式將偏旁移動、縮放來組合

成一個完整的減字作為呈現減字譜的

基礎，實際範例如圖十二所示。 

 

(a) 選擇拓樸結構 

 

(b) 選擇指法 

 

(c) 組字結果 

圖十二 減字偏旁組字過程範例 

圖 圖 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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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以組合出大指七徽勾二弦的

減字為例，圖十二(a)視窗的左邊是表

示這個減字的減字譜字符拓樸樹，以

樹狀的結構儲存減字，右上的選項則

是在選擇節點後可以選擇此節點的拓

樸結構，在選擇上下結構、左右結構、

左上包結構、左下包結構、右上包結

構、上三包結構、全包圍結構、與 T

字結構這八種結構的時候會產生對應

其拓樸結構所需的子節點，而只有在

選擇無的時候會出現指法的欄位可供

選擇想要的指法，如圖十二(b)，而再

將所想要顯示的減字的減字譜字符拓

樸樹以及各個葉子節點的減字指法偏

旁都選擇完畢後，可以按下預覽按鈕

來預覽組字的成果，如圖十二(c)，來

決定後續動作。 

4-2 減字譜的儲存 

4-2-1 使用 MusicXML 

早期的數位樂譜檔案都以 PDF圖

檔為主，但都只是記錄樂譜的印刷資

訊，而缺乏樂曲本身的涵義及資訊，

無法拿來進行內涵式分析及查詢。而

MusicXML是利用 XML文件可擴充的特

性來記載樂譜，並它將整體樂曲元素

和屬性訊息表示為一份 XML文件。 

MusicXML一般用來記載五線譜，

在設計上並不支援減字譜，本專題將

會根據[2]中的 QinXML來部分修改

MusicXML以進行減字譜的記譜，而一

般的 MusicXML 語法範例如圖十四所

示。 

4-2-2 MusicXML 簡介 

 最早期樂譜以 MIDI 的方式記譜，

記錄了音樂的樂器種類、力度及音長，

只以記載音符的資訊來表示樂譜，這

時期有一本著名的書 Beyond MIDI(圖

十三)，其中描述了 20種以上的 MIDI

編碼方式。 

再後來則普遍以 PDF圖檔的方式 

圖十三 Beyond Midi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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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簡單 MusicXML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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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記載樂譜，雖然能夠完整得記載樂

譜的彈奏方式及書面的資訊，但卻因

為是以圖檔的方式儲存而失去了樂譜

的內涵無法用來做內涵式分析及查

詢。 

接著為了追求能夠記載樂譜完整

的內容，開始發展出了各式各樣的數

位樂譜格式，在商業部分較著名的如

Finale及 Overture，和學術部分較這

名的如 Hundrum 及 MuseData。這時期

因為各自獨立發展造成不同格式之間

無法轉換的問題，使得各自的樂譜資

料庫都無法溝通及轉換。 

在這之後 MusicXML 格式出現了，

並和業界主要的五線譜編輯軟體合作，

進而成為現今數位樂譜的主流，使得

雖然大多數的軟體仍不放棄自有的格

式，但也開始會支援與 MusicXML之間

的轉換，使 MusicXML 可以做為不同數

位樂譜格式之間溝通的橋樑(圖十五)

來使用。 

 

圖十五 MusicXML 的交換性 

MusicXML是利用 XML文件可擴充

的特性來記載樂譜，它將整體樂曲元

素和屬性訊息表示為一份 XML文件，

其格式也有著許多的優點，例如因為

MusicXML是 W3C 的標準，因此適合網

路傳輸；是以文件方式表示，可以人

工閱讀；用標籤分隔，可供電腦閱讀；

而且可以擴充，能根據各自的需求來

定義所需的新功能。 

4-3 減字譜的輸入及表示介面 

在完成減字的顯示及減字譜的儲

存之後，要做的是打造一個能夠輸入

及表現減字譜的介面，本專題將會利

用 C#語言為主來開發介面，其介面範

例如圖十六所示。 

其中五線譜的部分會使用 Open 

source的 PSAM control library 來顯

示，本專題將專注於減字譜的輸入、

顯示、儲存及讀取。 

介面的部分需先選擇選單的檔案

->開啟檔案，然後選擇一個 MusicXML

檔開啟，開啟後介面將會顯示如圖十

六(a)，接著再利用上方工具列的三個

按鈕來輸入減字譜，左邊的按鈕是用

來將輸入框往前移動一個音符，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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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鈕則是往右移動一個音符，中間

的按鈕則是用來進行當前音符的簡字

輸入及編輯，其介面及使用方法如圖

十二，再點擊確定按鈕後會將當前音

符的減字顯示為剛才所選擇的減字，

輸入之後的範例如圖十六(b)顯示，輸

入之後可選擇選單的檔案->儲存檔案

來存檔。 

其中在移動音符的部分並未偵測

休止符的部分，僅可輸入有實際聲音 

 

(a) 原樂譜 

 

(b) 加入減字譜後 

圖十六 減字譜呈現及輸入介面 

的音符的位置。而在讀檔的部分若是

原本的 MusicXML之中已經包含有減字

譜的話也能夠一併讀取出來。 

五、結論 

 本專題將古琴減字譜以不同於以

往 PDF格式的方式來數位化，針對古

琴譜的特性從創造偏旁、組合減字、

儲存減字譜、到打造輸入及顯示的介

面，經過一系列的步驟，將古琴的減

字譜一步步的從根本將其數位化，使

古琴譜也能夠完整的數位化，不只是

儲存樂譜表面的彈奏指法及書面資訊，

而是更進一步將其音樂內涵以每個音

符為單位完整的儲存起來，達到本專

題一開始追求的，能用於多媒體內涵

式分析及查詢的數位化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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