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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的发展与变迁深刻地

影响与改变着人类的传播方式、生活方

式乃至思维方式。音乐的存在与发展离

不开传播，而传播媒介的发展必然对音

乐传播产生巨大作用。乐谱与音乐的关

系实际上就是文字与口语的关系，本文

从文字的创造出发，观察乐谱的发明对

音乐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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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今 约 五 千 至 六 千 年 前 的 苏 美 人

（Sumer）已经开始使用文字。 语言和文

字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智慧，我们对事物

进行描述和定义，原来一片混沌的世界

在 我 们 眼 前 变 得 清 晰 了 ， 变 得 有 条 理

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名称对世界上的

万事万物进行归纳和分析，从中把握它

们的性质和规律。 ①语言的产生与发展

促进了人类思维的深化和扩展。 维特根

斯 坦 说，语 言 并 不 是 万 能 的 ，对 于 很 多

“不可说” 的内容我们只能通过如肢体

动 作、绘 画、雕 刻、建 筑、戏 剧 等 其 它 的

方式“显示”。 而音乐就是在人与人出于

彼 此 之 间 思 想 感 情 沟 通 的 急 切 需 要 下

产生的。 因为音乐似乎比言辞更容易触

动人们的情怀，并得到人们全身心的回

应。 音乐是早于语言的人类最古老的交

流思想感情的方式，也是信息传播的形

态之一，它的历史与人类发声器官演变

进化的历史同样久远。
传播是音乐存在的前提

音乐是一门声音艺术，无论是当 今

唾 手 可 得 的 MP3， 还 是 古 老 的 山 歌 对

唱， 抑 或 人 只 是 独 自 在 家 中 哼 了 一 首

歌， 所有这些都是音乐的传播与接受，
都离不开传播。 音乐与传播如影随形。

我 国 音 乐 社 会 学 家 曾 遂 今 就 此 明 确 写

道：“任何音乐现象， 离不开音乐传播。
……人与人之间的音乐关系，是一种音

乐的传播关系。 ”②音乐的存在是以音乐

的 传 播 为 前 提 条 件 的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我们可以模仿传播的定义将音乐传

播定义为：音乐信息的传递或音乐信息

系统的运行。 传播技术直接影响人类传

播活动的发展，也是人类音乐传播活动

的主要动力之一。
音乐的口头传播时代

在人类传播史上，人们依靠口 头 传

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口语和音乐同为

声音传播符号。 人类开口发声伊始，声

音含混不清，那究竟是在说话还是歌唱

无法说清。 人类早期的音乐传播形态，
仅 仅 限 于 传 受 双 方 最 基 本 的 行 为 以 及

双方之间的关系与距离。 在这种传播模

文字发明、乐谱发明对音乐传播的影响
■陈卉

梁策略等， 将前一节目累积的观众顺利

导入后一节目中。
第三，由于电视观众收视时间的 有

限 性、收 视 选 择 的 相 对 广 阔 性 ，所 以 各

频道在收视高峰时段，采用针锋相对策

略、强棒出击策略等，主动出击，将频道

拥有的精品节目推广开来，是各个频道

在面对有限的黄金时段时长，提升频道

竞争力的可行策略。
总之，2009 年春节期间， 几个主要

的 省 级 卫 星 频 道 在 节 目 编 排 策 略 的 运

用 上，既 有 共 同 采 用 的 编 排 策 略 ，也 有

各自的成功经验。 湖南卫视与东方卫视

在自制节目方面所具有的实力、安徽卫

视在电视剧播放方面的力度，都是其在

春节期间赢得观众的法宝。 频道在保证

节目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通过总结

成功的节目编排策略，将有助于提升其

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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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传 受 双 方 之 间 口 口 相 传 ，除 了 传

送 的 空 气 媒 介 外 没 有 任 何 智 力 媒 体 的

介入。 而民歌和山歌则是这个时期的主

要的音乐形式。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

和劳动中自己创作、 自己演唱的歌曲，
它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

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受人民群

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提炼。 音乐

的基本传播方式是口传心授，传播者凭

借唱奏、弹奏，学习者凭借听觉和记忆，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 在音乐

传播的原始形态中， 人们的旋律创作，
体 现 的 是 一 种 单 纯 创 作 的 激 情 与 情 感

思维。 在横向的传播情景中，人们很容

易根据时间场景和节日的需要，随意将

歌曲的旋律节奏进行改动。 历史纵向的

传 授 过 程 里，这 样 口 传 心 授 、随 感 而 发

的 音 乐 形 式 也 很 容 易 就 在 不 断 的 变 化

和有限的记忆力中失传和变调。
音乐的乐谱传播时代

公元前 3500 年，最早的文字———楔

形文字出现了。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

上第二座重大里程碑，这标志着人类开

始进入文字传播时期，翻开了人类传播

史的新一页。 就像文字的发明在人类史

中的意义一样，记谱法在人类音乐传播

史上是一件跨时代的伟大发明。 记谱法

是人们发明的一种独立于文字之外，专

门用来记录音乐旋律的方法。 它的出现

终于使人们能够把音乐这门时间的、听

觉的、动态的艺术，转换成为可记载、可

保 存、可 视 的 静 态 符 号 ，并 以 文 本 的 形

式保存和流传。
在 不 同 国 家 、地 区 、民 族 和 不 同 的

历史时期，人们创造了各种记谱法,在中

国有文字谱 （如工尺谱）、 古琴的减字

谱；在 西 方 有 纽 姆 谱 、管 风 琴 谱 和 鲁 特

琴谱，在日本有点子谱。 目前世界上通

用的是更为先进和科学的五线谱。 在我

国 和 其 他 一 些 国 家 还 用 方 便 实 用 的 简

谱。 由于乐谱的出现，音乐传播过程的

口头接力消失了。 音乐创作者优美的旋

律以音符的形式准确地记录下来，从而

使音乐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和地域；无论

何时何地，人们可以将乐谱“解读”。 从

而还原出原创的音乐。 在旋律创作中，
乐 谱 的 出 现 克 服 了 创 作 者 在 以 往 创 作

构思中的遗忘性，从而使创作过程进入

程序化、条理化。 在乐谱传播条件下的

旋律创作中，必然导致人们在旋律创作

上的一种新思维方式。 这种新的思维方

式，使旋律的构思和创作较之山歌的感

性思维更加理智、成熟和专业化。
乐 谱 对 于 音 乐 的 意 义 如 同 文 字 对

于语言。 人类文字传播时期，相对应在

音乐领域就是乐谱传播时期，尽管乐谱

的出现比文字晚得多。 记谱法产生的原

因同文字一样，都是人们为了克服记忆

不足想出的解决办法。 文字是古代人类

用 来 弥 补 其 自 身 记 忆 力 不 足 的 一 种 办

法， 而非一开始就以传递讯息为目的，
记录才是它为人所需的原因。 乐谱促进

了 音 乐 的 发 展，反 过 来 ，音 乐 的 发 展 又

促进了乐谱的发展。 每当一种新的音乐

形式出现， 旧有的记谱体系不能胜任，
无法准确记录音乐时，人们就会想到新

的解决办法。 另外，书写工具的改进以

及新技术的出现，也不断促进记谱法和

记谱方式的改变。
乐谱的出现带给音乐、音乐传播 深

远的影响。 乐谱与音乐的关系实际上就

是文字与口语的关系，而文字与乐谱的

发明打破了口头传播时代的种种局限，
具有跨时代、里程碑式的意义：

1、 文字和乐谱的出现 克 服 了 声 音

语言的转瞬即逝性，弥补了口头传播最

大的缺陷， 使信息能够长久的保存，而

不是仅仅依靠人脑有限的记忆力。
2、文字和乐谱都能穿越时空界 限，

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打破了口头

传播的距离限制，扩展了人类交流和社

会活动的空间。 但是，大多数文字是有

国界的，而乐谱可以说是不分国界的。
3、文字和乐谱的出现使得人类文化

的 传 承 不 再 依 赖 容 易 变 形 的 神 话 传 说

或口传心授，有了确切可靠的资料和文

献依据。
4、文字诞生后，发展出一些 专 门 从

事文字写作的人，人们称之为史学家、文

学家。而记谱法诞生后，打破了过去音乐

创作不能独立的局面， 发展出一些专门

从事音乐创作的人，这就是作曲家。
5、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有了 文 字

之 后，文 学 创 作 才 呈 现 出 全 新 的 、复 杂

的面貌。 同样，有了记谱法之后，音乐创

作才可能向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记谱

法 出 现 后 ， 人 们 发 展 出 更 多 的 音 乐 语

言，音乐在结构、形式、内容上逐渐丰富

起来。
记谱法出现后，音乐作品能够 通 过

乐谱传播跨越时空距离。 然而，在手抄

本时期，由于书写技术和书写材料的限

制，乐谱数量少，且流动性小，所以保存

音乐成为其主要功能。 印刷术的出现极

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用传播学

者 阿 特 休 尔 的 话 来 概 括 就 是 ：“正 是 印

刷 术 的 发 明 使 历 史 从 中 世 纪 发 展 到 近

代，这 期 间，能 够 阅 读 的 大 众 日 益 增 多

导致了思想的广泛传播，思想的广泛传

播又推动了哲学与科技的变革。 这些变

革最终推翻了教士和贵族的统治，从而

产生了崭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

宗教制度。 ”
将印刷技术应用于音乐，对音 乐 的

传播、音乐的发展以及音乐知识的普及

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太祖之子朱权从众

多琴曲中编选而成的《神奇秘谱》（洪熙

元年出版）， 成为我国最早刊印的琴曲

集。 乐谱通过印刷，能以机械的方式大

批量复制。 印刷乐谱相比手抄乐谱，在

数量上大为增加， 并且格式更加规范，
内容更加准确。 乐谱能够大量复制，不

仅使更多音乐作品保存下来，而且这些

音 乐 作 品 能 够 在 更 为 广 阔 的 时 空 范 围

里传播，大大地促进了音乐的国际交流

和发展。 ■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9 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北

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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