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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谱、简谱大国和简谱软件

舒泽池

简谱是现代中国使用最多的记谱方法。从整体上说，毫无疑问五线

谱的优越性更多，是从事音乐专业的人的基础工具。但是在一定的音乐

范围内，简谱的优点也是很明显的。所谓“一定的音乐范围”我想主要

有三条：

1.调式、调性比较稳定,变化不多；

2.声部简单，单声部或二声部，至多四声部；

3.变化音可以有，但是不复杂。

这三条限定，恰好符合于大众喜爱的歌曲（民间歌曲、群众歌曲、

流行歌曲和比较通俗的艺术歌曲）在音乐技术程度上的限定。可见对于

占人口 99%的非音乐专业人士，简谱是有很大诱惑力的——在他们喜闻

乐见的音乐范围内，简谱传达的音乐信息不比五线谱少，学习、书写和

辨认也不比五线谱困难——许多人还会觉得更加容易。事实上不仅是中

国，在海外华人、华裔社会里，简谱也是大受欢迎的。

从一个世纪以前西方音乐和现代音乐教育制度传入以来，我国的音

乐教育正在开始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深刻的变革，涉及到观念、内容、

方法、手段和评价体系。国民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开始从狭隘的学



舒泽池文论辑选

- 2 -

科体系中解放出来，将视野转向社会的主体——人，将重心转向每个人

都应该享有的对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音乐教育回归于人，也回归

于音乐自身。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音乐是听觉的艺术。由于人类的生理特性，在

获取信息的过程中，视觉明显优于听觉（视觉占 83%，听觉占 11%），因

此，人们创造了作为视觉信号的乐谱，成为感悟、表现和创造音乐的虽

然是辅助、却又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我问过不少作曲家朋友（他们没有

一个不会简谱的），很多人都说不出他们是怎样学会简谱的，好象根本

不存在专门的学习“识谱”的过程，多听、多唱、比较、实践，自然而

然地就会了。我这样说，不是要贬低简谱作为一门科学的记谱法的学术

价值，事实上简谱不“简”，而且越钻、越深就问题越多、越不简单。

我想说的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需要把简谱当作一门学问，不要去深

究那些名词、定义、分类、规则（就象当今许多简谱教材那样），可以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把气力花在听觉能力的培养上，多听、多唱，多

唱、多听，将听觉的音乐和视觉的乐谱反复比较、对照，由生而熟，由

熟而巧，不知不觉的，就会了。

能够将听觉的音乐和视觉的乐谱迅速而反复的转换、对照的，唯有

电脑。我们这套软件就是帮助大家做这件事的。中小学校的音乐课程不

可能传授系统的音乐知识，更不可能满足一个人音乐发展的终身需要。

《简谱学习二十课》（基础篇）的内容基本上与新的课程标准中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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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相当，但是更为丰富、更为生动、更为系统、更为深化。这套软件

可以作为中小学音乐课程的辅助和扩展，相信音乐老师和学生都可以从

软件中发现许多喜欢的和有用的内容。这套软件更可以作为全社会一切

喜爱音乐和从事业余音乐活动的人们的朋友和帮手，毕竟基本的视谱能

力是未来社会每个成员都应该具备的。另外，相信很多家长和准家长们

也会从这套软件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内容。

这套软件不是一本电脑版的乐理教科书，而是综合了识谱、乐理、

视唱、练耳和音乐欣赏等各个方面。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注

重听觉，注重感受，大部分课程都分为“体验”和“实践”两个部分，

先体验，后实践，将理论性的说明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个特点是注重

音高位置观念，比较早的引入了钢琴键盘，以弥补简谱“可变 do 唱名

法”只注重相对音高关系而忽视绝对音高位置的“先天”缺陷。第四，

打破历来视唱练耳课程只用单一钢琴音色作为听音材料的局限，在一些

课程中使用了真实的音乐（乐队和歌唱）的录音，至少在国内，这种做

法是一种创举。以上这四个特点，究竟做得怎样，有待于在软件发行过

程中得到各位朋友的检验与批评。国外的音乐软件相当发达，五线谱的

软件（书写的和学习的）数不胜数。但是简谱的软件，据我所知是一个

也没有。中国作为一个简谱大国，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设计制作简谱软

件。简谱书写软件国内有人尝试，简谱学习软件很可能就是这套软件开

的头——“○”的突破。做开头不是好事，由于可参照的太少，“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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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在所难免”也就不是一句客套。好在电脑软件修改升级非常容易，

依靠各位朋友，依靠广大用户，随着版本号的逐步增加，我们会把这突

破的“○”画得更圆。继“基础篇”之后我们还会推出“提高篇”。在

五线谱学习方面，在音乐欣赏、音乐知识的各个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

情要做。

（2001 年 12 月·北京）

（本文是数字音乐教程《简谱学习二十课》的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