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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專業作曲家開始為琵琶音樂創作，新的作曲手法漸

進式地在琵琶音樂中產生影響，不同的製樂方式，多元的創作切入角度、多樣的

感知方式，影響著音樂的表達與聲響的需求，進而開創了許多新的記譜方式。新

記譜法的使用多來自作曲家對琵琶聲響的想像與嘗試，也是二十世紀作曲家重要

的作曲手法與思考並各具巧思，目前雖未有使用上的絕對依歸，然異中有同，若

能整理出琵琶當代演奏的記譜，則有助於演奏者的詮釋與創作者的發想，實有其

研究之必要性。 

本文以當代琵琶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橫向梳理琵琶在當代音樂發展脈絡，

縱向整理作品內容與記譜法。立基於琵琶基本記譜之思維與形貌，討論當代琵琶

語彙之擴充。除彙整相關曲目，將對於不同的新記譜方式法進行分類，從定弦、

符號、音域、演奏法與聲響等面向與實際的譜例來探討語彙的使用，包含多聲絞

弦、上弦音等，同時談及部分結合其他物件預置的使用等。期望整理與歸納適用

的琵琶記譜符號，供未來創作者、演奏者與研究者參考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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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背景 

    本文所言「琵琶」，為二十世紀以來逐步發展成的以十二平均律定音、型制為

六相二十四品至二十六品不等的現代琵琶。自楊蔭瀏於 1923 年所出版《雅音集

I》中所發表的《琵琶上增設柱位之提議》1中，已構想了六相十八品、按十二平

均律來排列音位的琵琶，但並未獲得推廣，後程午嘉、楊大鈞等音樂家陸續製作

了六相十八品琵琶實際應用在獨奏與合奏中，但直至二十世紀 40 年代，新制的琵

琶均未受到推廣。到了 50 年代末、60 年代，隨著琵琶工藝的發展、琵琶曲目的

增加、演奏技法的增加，新型制琵琶的接受度增高，並隨著演奏的需求逐步發展

成六相二十四品，近年因應演奏需求，將音域擴增至#f3，基本上已達極限，樂器

也基本定型。 

    琵琶音樂繁榮發展也使得其演奏法也在原本就豐富的基礎上，發展出更多的可

能與多樣性，原因有二：其一是演奏家有意識地在尋找琵琶彈奏的各種組合與變

化，從演奏技巧上面創造不同聲響變化與音響效果，尤以劉德海為代表；其二是

接受過西方現代作曲訓練的作曲家們開始具體地在琵琶上展開探索與實驗，可溯

自二十世紀 70 年代，自 1974 年羅永暉《蠶》開始，如十二音列、無調性、更多

元曲體結構的內容開始在琵琶音樂中西方現代作曲技法於琵琶作品的創作中。琵

琶演奏家和專業的作曲家同樣地在發想更多可能，在探索中求新求變。「創新」的

體現是多面向的，有的體現在樂曲的結構形式、有的體現在音樂組成、有些在音

樂內容、有些在演奏技法等。 

    探索新的演奏法是創作過程中獲得新音響效果的重要途徑，通過一些非傳統思

維上的聲音發想，經過試驗來獲得一種新的「聲音效果」，以達到、呈現個人想要

 
1  



2 
 

的音響概念與效果，個人思維是關鍵，為的是「表述」。對於「聲音」的追求，創

作者們各自從不同的切入角度去思考琵琶的聲音，以及還可以有怎樣的聲音，有

些可能是原本就有的演奏方式，有既定的符號可以表達，有些則是新的嘗試，或

發展新的符號、或用文字描述，而不同人之間或有用不同符號講述同樣手法的情

形。 

    當代琵琶記譜法乍看之下或可能被認為僅是在於當代音樂的脈絡之下，其實不

然，任何的創新必然是從其固有的基礎中長出，當代琵琶演奏語彙是琵琶音樂內

容之擴充，作為一個在當代的琵琶演奏者，琵琶的內容必不僅是學習現存的傳統

與曲目而已，必定還要參與它的現在進行式，參與它的發展，也不是僅僅限於將

曲子背誦下來、能夠演奏如此而已。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演奏、能夠產生怎樣的聲

音、音質、效果，甚或是知道「缺了甚麼」、感受到「不足」而產生了追求的過

程，進而涵容盡更多的元素、甚或是文化。 

    同時也是當代音樂的演奏者，筆者認為讀譜是一解碼的過程，樂譜能否被讀

懂、演奏者是否能理解符號指示的核心概念均是當代作品能否被演繹的重要條

件，是故藉由分析二十世紀 70 年代以來這些新演奏法、記譜法或特殊效果技法與

其被運用的情況，瞭解音樂進行中作曲者所欲傳達的意念，並進一步對新演奏法

與記譜的進行闡述。本研究將分兩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為琵琶演奏法之基礎

內容以及其被應用的狀態，第二部分為當代演奏法之擴充，並舉以實際的譜例作

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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