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理论基础

三. 记谱法

1. 音符与休止符

[记谱法] 记录乐曲的方法.

[五线谱] 用来记载音符的五条平行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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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间: 自下而上的线间空隙, 分别为 1,2,3,4 间 (超过部分为 “上加” 或” 下加” 间);

2. 线: 自下而上的线, 分别为 1,2,3,4,5 线 (超过部分为 “上加” 或” 下加” 线).

[音符] 记录不同长短的音的进行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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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全音符; 2. 全音符; 3. 二分音符 (2 个); 4. 四分音符 (2 个);

5. 八分音符 (2 个); 6. 十六分音符 (2 个); 7. 三十二分音符 (2 个);

8. 六十四分音符 (2 个).

[休止符] 记录不同长短的音的间断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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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全休止符; 2. 全休止符; 3. 二分休止符; 4. 四分休止符;

5. 八分休止符; 6. 十六分休止符; 7. 三十二分休止符;

8. 六十四分休止符.

[连谱号] 用于连接多行五线谱, 由起线和括线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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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线: 连结多个五线谱的垂直线;

2. 括线: 连结多个五线谱的括弧 (或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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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值] 音的长度. 较大的音值与次之的音值之比为 2:1.

[括线] 括线是连结多个五线谱的括弧或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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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括线: 连结钢琴, 风琴, 手风琴, 竖琴, 扬琴, 琵琶等乐器;

2. 直括线: 合奏, 合唱或乐队使用. 用来连结同类乐器, 并将它们分组. 有时在直括线上还
加入辅助线 (花或直) 来连接同种乐器;

3. 在总谱中, 独唱或独奏声部如果之包括一行或两行谱线, 则左边只画一条起线而不加括
线.

2. 音符与休止符的写法

[音符的组成] 音符由符头 (空心或实心的椭圆), 符干 (垂直的短线) 和符尾 (连在符干一段的旗
帜形标记) 组成.

[音符的符头] 符头记在五线谱的线上或间内, 符头在五线谱的位置越高音高越高.

[音符的符干]

1. 当符头在第三线以上时, 符干朝下, 写在符头左边;

2. 当符头在第三线以下时, 符干朝上, 写在符头右边;

3. 当符头在第三线上时, 符干方向由临近的符干方向确定;

4. 当一个符干连接多个符头时, 以距离第三线最远的符头为准.

[音符的符尾] 符尾永远记在符干右边并弯向符头方向.

当多个音符组成一组共用一个符尾时, 称为符杠.

[符杠] 多个音符组成一组时, 可以共用符尾相连. 此时符干方向以距离第三线最远的符头为准.
多个符干要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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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声部与单声部符干记法]

1. 单声部音乐永远用单符干记谱;

2. 多声部音乐在节奏相同情况下才用单符干记谱. 节奏不同时, 高声部符干向上, 低声部
符干向下, 符干交错时原则依然不变.

[符干的长度] 符干的长度一般应保持八度音程距离. 若多个音符通过符杠连接, 则符杠距离符
头最近距离应至少八度.

[休止符记法]

1. 单独干记谱中, 休止符永远记在第三线上或靠近第三线的地方;

2. 双符干记谱中, 各声部共同休止时与单符干相同;

3. 双符干记谱中, 个别声部休止时休止符记在五线谱边缘或五线谱外 (二分休止符在加线
上面, 全休止符在加线下面).

[附点记法] 附点写在符头或休止符右侧的间内, 不记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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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谱号

[谱号] 用于标记五线谱音高标准的符号.

[G 谱号] 表示小字一组的 g, 也称谓高音谱号. 一般记在第二线上. 记在第一线时为古法国式高
音谱号.

G ¯

[F 谱号] 表示小字组 f, 也称低音谱号, 记在第四线上. 记在第五线上为倍低音谱号.

I ¯

[C 谱号] 表示小字一组的 c, 可以记在五线谱上任意一条线上.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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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长音值的补充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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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点] 带有一个附点的音符增长原有音符的二分之一, 带有两个附点则增长四分之三.

[延音线] 用在音高相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音符上时, 表示它们为一个音, 音的长度为它们的总
和.

1. 单声部音乐中, 连线永远写在与符干相反的方向;

2. 两声部音乐中, 高声部连线朝上弯曲, 低声部连线朝下弯曲;

3. 多声部音乐中, 连线分写在上下两侧.

[延长号] 表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自由地增长音符或休止符的时值.

1. 在单声部音乐中, 延长号写在音符或休止符的上面;

2. 多声部音乐中, 延长号可以写在音符或休止符的下面;

3. 延长号记在小节线上, 表示小节之间休息片刻;

4. 延长号记在双纵线上, 表示乐曲的结束或告一段落.

5. 变音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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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音记号] 表示升高或降低基本音级的记号, 按顺序记在图例中前五小节.

1. 升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级升高半音;

2. 降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级降低半音;

3. 重升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级升高两个半音 (一个全音);

4. 重降记号: 表示将基本音级降低两个半音 (一个全音);

5. 还原记号: 表示将已经升高或降低的音还原.

[调号] 记在谱号后面的变音记号, 在改变调号之前其对音列中所有同音名的音都生效.

1. 更换调号发生在一行乐谱开始处, 则在前一行结尾的小节线后将要更换的调号写出;

2. 要增加原有变音记号的数目, 只需要在小节线的右边写出新的调号即可;

3. 减少原有变音记号的数目, 则需要在小节线左边将要删除的变音记号还原;

4. 变更原有变音记号, 应该现在小节线左边将其还原, 再在小节线右边写出新的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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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记号] 写在音符前, 且只作用于同一小节同音高的音符. 在多声部音乐中只对一个声部有
效. 有时为了提醒废除原有的变音记号, 会在小节线后加上另外的临时记号.

6. 省略记号

[移动八度记号] 记在五线谱上面时表示在虚线范围内升高八度, 在谱线下面表示降低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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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八度记号]将数字 “8”记在音符上面或下面,表示该音要同时发出高八度或低八度的声音.
当较长时间需要重复八度时, 可以在移动八度记号前加 “Con”.

[长休止记号] 记在第三线上, 表示休止对音的小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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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音记号] 表示音或和弦均匀地快速交替.

下面的记号中, 记号与奏法交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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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音或和弦的震音记号, 震音总时值与音符的时值相同:

(1). 全音符在三线以上时, 震音记号在三线以下, 反之;

(2). 比全音符时值小的音符, 斜线贯穿符干. 若有符尾则与符尾平行 (斜线算符尾).

2. 两个音或和弦的震音记号斜线在两个音或和弦之间靠近记写符尾的地方, 震音总时值与
一个音或和弦相同.

[反复记号] 乐曲部分或全部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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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一音型重复时用斜线标记, 斜线数目与符尾数目相同 (大概是”/“的形状);

2. 一次或多次重复某一小节时, 用上图第一小节的记号表示. 若该记号记在两小节之间的
小节线上, 则表示前面两小节旋律型再重复一次;

3. 乐曲中较大的重复用第三小节的反复记号. 如果从头重复, 则可省略左端记号;

4. 如果重复时结尾不同, 则在第三小节基础上增加上面的符号和第四小节的记号来标明;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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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乐曲由三部分组成, 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重复, 则在第二部分结尾写上”D.C. ”,
并在第一部分结尾处写 “Fine”. 如果不是第一部分从头开始重复, 则在开始处记第五小节的记号;

6. 如果重复部分后面有一个相当大的结尾, 则在进入结尾的地方和结尾开始地方记录第六
小节的记号, 并在结尾开始处注明 < 从” 第五小节的记号” 奏至 “第六小节的记号” 然后结尾 >;

7. 演奏法的记号

[连音奏法] 在连线内, 不同音高的音要素要连贯, 连音奏法大部分记在五线谱上面, 很少记在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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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音奏法] 表示某些音或和弦要断续地弹奏, 有三种记法如下图.

1. 在单声部音乐中, 断音记号通常记在符头那边;

2. 一行五线谱上记有两个声部并不用相同的符干时, 分别记在相反的方向.

下面的记号中, 记号与奏法交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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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音奏法]

1. 第一小节记法中, 持续音记号表示该音稍强奏并充分保持该音的值;

2. 第二小节记法中, 持续音记号表示该音稍强奏, 但各音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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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音奏法] 一种有特色的民间音乐奏法.

1. 第一小节表示向上滑音;

2. 第二小节表示向下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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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音奏法] 将各和弦中的音由下而上很快地分散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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