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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前 言

《论六线谱》一书的增订本，是继一九九零年初版发行世界之后，又做了二十年的

考核，研究和充实的结果，是从狭义的专业化应用到广义的普及化应用的全功能系统的

完成。它是一个实用的体系，不带任何倾向，也不属于任何派别，既可适应于现代音乐

和先锋音乐演进的要求，又能满足于普及、提高和发展古典音乐及通俗音乐的需要。它

是为了人类在第三个千年中音乐文化的普世交往和共同前进而设制的。

《论六线谱》所提出的关于音乐记谱法的改革方案，是在五线谱记谱法的既有成就

和理论基础上的一个演进，不是一切重新开始。音乐家们不必从零学起，只要领悟了六

线谱体系中的逻辑公式和唯一的法则，便得到了打开六线谱记谱法的“金钥匙”。

《论六线谱》也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相结合和互补的产物，它符合了今天

的趋势。两种文化的结合，可以使彼此找到新的启示和相互激发对于共同的文明与进步

的寻求。

作者怀着敬意，注视和期待着世界音乐界的朋友们对于六线谱体系的记谱法，提出

批评、讨论和通过实践给予充实。

2012年,于罗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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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四

值得关注的一些信息与动态

— 1990年 7月，⌈欧洲出版社⌋于罗马发行了《论六线谱》一书的意大利文初版。随即，中国驻意大利大使

馆文化处于 1990年 10月 19日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音乐学术界和记者的首发式晚餐招待会，得到了与会者

们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

— 1990年 10月 20日，意大利国家⌈安莎⌋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整篇的报道和评论，对“道恭体系”的

六线谱记谱法给予了全面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随即，意大利全国各大区的报纸和一些专业刊物都作了介

绍和评论，并给予了一致的肯定，最大的《时报》（il Tempo）发表了专题评论，并建议能在普通学校试验

和推广。

— 1991年 2月，意大利国家《圣·切奇利亚》（《S. Cecilia》）音乐学院和研究院的图书馆对《论六线

谱》一书给予了正式立案和编目，两个书号为N.1157315和N.1157316。

— 六线谱记谱法出现以来，相继得到了音乐学术界和许多音乐家的肯定，支持，参与应用和带来的进一步

的贡献。

例如：

现代音乐方面：意大利安科纳音乐学院的教授，钢琴家和作曲家爱德华多·胡贝特（Eduardo Hubert）用

六线谱创作了第一首献给作者的钢琴曲并用乐队同时作了试奏。

古典音乐方面：意大利佩斯卡拉青年管风琴家乔瓦尼·迪·贾科莫（Giovanni Di Giacomo）用六线谱改写

了两首大型的巴赫管风琴名曲寄给作者。两首曲目分别是 F小调管风琴前奏曲和赋格（Preludio e fuga per

organo in F minore – J. S. Bach, BWV534）和 C大调前奏曲和赋格（Preludio e fuga in C maggiore – J. S. Bach,

BWV547）。

爵士音乐方面：意大利罗马钢琴演奏家亚历山德拉 ·文奇（Alessandra Vinci）和萨克斯管及黑管演奏家

兼作曲家伊沃 ·帕帕多普罗斯（ Ivo Papadopoulos）出版了《二重奏总谱集》（《Partiture del Dharm

Duet》），其中详细介绍了“六线谱体系”的应用和作者，并有用六线谱改写和创作的二重奏曲。举办了

相关的音乐会和发行了CD唱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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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兴（敬献古体诗曲两首,试用六线谱）

           海 格（七律，一九六七年季春于青岛）

—— 仰观东海交响诗

光明寥廓蕴深坦，

托日行云承半天。

满盛世间辛辣苦，

一尘不染见真颜。

纵横交奏胸潮曲，

起落回旋又易篇。

不是浮沉逐亢叹，

只缘千古应空前。

山 情（五言，一九九六年仲夏于意大利）

—— 阿尔卑斯山抒情曲

层层又岭岭，

绿绿更青青。

云雾舞川壑，

风流韵谷林。

远天映雪崖，

近地摆烟铃。

西虹濛濛雨，

东岗曜曜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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