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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减字谱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古琴传统记谱形式，也是古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本文从语言文字角度

出发，参考前人研究，对古琴琴谱进行概述并着重探究了减字谱谱字与汉字的关系，以此说明古琴音乐

与汉字文化之间的相辅相成。	
	
关键词 

古琴，减字谱，语言文字渊源	

 
 

Exploring	the	Linguistic	and	Character	 	
Origins	of	Guqin	Minuscule	Score	

Yilin	Li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Received: Mar. 11th, 2024; accepted: Apr. 9th, 2024; published: Apr. 17th, 2024   

	
 

	
Abstract	

Minus‐character	notation	is	a	traditional	form	of	guqin	notation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China,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guqin	cultural	 inheri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and	writing	and	with	reference	 to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guqin	sheet	
music	and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duced	character	score	and	Chinese	charac‐
ters,	so	as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guqin	music	and	Chinese	charac‐
t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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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挑”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云：“挑，挠也。从手，兆声。一曰摷也。”本义为“挖

取”。古琴指法为食指向徽位弹出，谱字取其右部之“乚”。“兆”有远之义，符合此指法远离人身与

琴弦之态，因此为与其他谱字区分，取“乚”代之。 

：即“勾”的减字体式。《康熙字典》有言“勾本作句”，《说文解字》云：“句，曲也。从口，

丩声。”本义“弯曲”。古琴指法为中指屈曲根、中二节，向身内侧弹入，谱字取其外部之“勹”。而

“勹”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既象弯曲之形，亦有弯曲之义，是

以可代表此指法。 

：即“剔”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云：“剔，解骨也。从刀，易声。”本义为分离骨肉。古

琴指法为中指向徽位弹出，谱字取其左上部。郭沫若提出：“‘(甲文、金文)可以看出易字是益字的简化’，

‘益乃溢之初文，象杯中盛水满出之形’。”水满则溢，因此“剔”和“易”皆有分离之义，符合指法

与人身远离之态，取“ ”代之。 

：即“打”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手部》云：“一曰指近之也。”古琴指法为名指向身内侧

弹入，谱字取其右之“丁”。《说文解字》中“丁”象钉头之形，使用此指法时，名指拨弦因角度呈向

里击打之态，微屈根节，坚直中末二节，正似“钉”之形，因而以“丁”代“打”。 

：即“摘”的减字体式。《广韵》云：“摘，发也，动也。”古琴指法为名指向徽位弹出，谱字

取其右上，且“ ”为“立”字变形，符合此指法需注意名指坚立不动摇的要求。 

4.2. 左手指法谱字 

：即食指“食”字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云：“食，一米也。从皀亼聲。或说亼皀也。”段

玉裁注：“亼，集众米而成食也。”两者都与粮食有关，是以可代表此指法。 

：即名指“名”字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云：“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

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为简略和避免重复，古人以“夕”代“名”。 

：即“绰”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言“缓也”，本义“舒缓、宽大”。古琴指法为右手弹弦，

左手按弦迎音而上，谱字取其右上。“卓”本义为高，左手绰的位置越靠上，音就越高，因而从“卓”

中选取笔画代之。 

：即“注”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云：“灌也”，本义“灌入、注入”。古琴指法与“绰”相

反，左手按弦迎音而下，其势如水流倾泻，因而谱字取其左之“氵”。 

：即“吟”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言“吟，呻也”，本义“呻吟、叹息”。古琴指法为右手

得声后，左手按照当时余音长短摇摆三四，动荡有声，实上虚下。“今，是时也”，因而二者语义相关，

从“今”中选取笔画代之。 

：即“猱”的减字体式。本义为猿猴。古琴指法与“吟”相反，虚上实下，摇摆幅度较大，如猿

猴攀援。二者皆和动物有关，且仅有一个此偏旁的谱字，因而古人以“犭”代“猱”。 

4.3. 音位谱字 

：即“散”的减字体式。《博雅》“散，布也”，《广韵》“诞也”，古琴指法为左手不按徽，

仅以右手各指弹弦。散音坚实，象征“地”，而“艹”正是大地上的百卉，且作为常用谱字易与其他符

号结合，因此以“艹”代“散”。 

：即“按”的减字体式。《说文解字》云：“按，下也”，本义“用手向下压或摁”。古琴指法

为右手弹弦，左手按弦取音。按音婉转，象征人，而“宀”正代表人居住的深屋，且其他符号易加于其

上下，因此古人以“宀”代“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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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进行更深入的

谱指法符号研究

美塑造——兼论

理与视觉审美[J

上海音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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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泛，浮

指法如蜻蜓点

，谱字取上部

，谱字取右部

。正字用以记

、指事、会意

便依仗此构造

“    

在正字的下截。

“   ”

在“   

则另作旁字，写

字，标注在右

中正平和，就

“夕”代表名

。如此指法繁

，注重联系古

字的性质，蕴

方法，比如创

的研究。 

究[J]. 中华文化

论语言文字与古

J]. 装饰, 2017(

社, 2004. 

浮也”，本义

点水，粉蝶浮花

部，注于正字后

部，注于正字后

记正音，旁字则

意、形声是造字

造方式。其中正

”等，写在正

。左手指法“

等，写在正字

 ”之内

写在正字之下右

右侧。如果下一

就形成了独特的

名指，“氵”是

繁复但谱字简易

古琴的指法姿势

蕴含了丰富的汉

创造更多的节奏

化论坛, 2015(12)

古琴减字谱的共

1): 87-89.  

“漂浮”。古

花，而“ ”

后，或作“

后。 

则记余音和走

字法，包括独

正字的结构最

正字的上截，

   

字中截之上，

内，或“  

右侧，字体较

一字与上一字

的审美意象。 

是注，“乚”

易美观，这便

势，无论是其

汉字文化。但

奏符号，或者

): 161-166. 

共通性[J]. 黄河之

琴指法为右手

之形正象此势

”，以便写在

音，旁注标志

体字、上下结

具有代表性，

“   

”等，写在

只有“ ”写

”之下。而

较小。其他“缓

的一二截相同

是挑，意思就

是减字谱组织

笔画选取还是

我们是否能从

在现有的谱字

之声, 2022(14):

李宜霖 

国学

手弹弦，

势，是以

在勾、剔

志节奏。

结构、左

可分上

   

在正字上

写在正字

而“吟、

缓、急、

同，往往

就是左手

织结构的

是构造，

从语言文

字中融入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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