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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前 言

《論六線譜》一書的增訂本，是繼一九九零年初版發行世界之後，又做了二十年的
考核，研究和充實的結果，是從狹義的專業化應用到廣義的普及化應用的全功能系統的
完成。它是一個實用的體系，不帶任何傾向，也不屬於任何派別，既可適應于現代音樂
和先鋒音樂演進的要求，又能滿足於普及、提高和發展古典音樂及通俗音樂的需要。它
是為了人類在第三個千年中音樂文化的普世交往和共同前進而設制的。

《論六線譜》所提出的關於音樂記譜法的改革方案，是在五線譜記譜法的既有成就
和理論基礎上的一個演進，不是一切重新開始。音樂家們不必從零學起，只要領悟了六
線譜體系中的邏輯公式和唯一的法則，便得到了打開六線譜記譜法的“金鑰匙”。

《論六線譜》也是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相結合和互補的產物，它符合了今天的趨勢。
兩種文化的結合，可以使彼此找到新的啟示和相互激發對於共同的文明與進步的尋求。

作者懷著敬意，注視和期待著世界音樂界的朋友們對於六線譜體系的記譜法，提出
批評、討論和通過實踐給予充實。

2012 年, 於 羅  馬           

9





11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9





31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3





45



46



47



48



49



50



51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7



68



69



70



71





73



74



75





參考四

值得關注的一些信息與動態

— 1990年 7月，⌈歐洲出版社⌋于羅馬發行了《論六線譜》一書的義大利文初版。隨即，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
文化處於 1990年 10月 19日在羅馬舉行了盛大的音樂學術界和記者的首發式晚餐招待會，得到了與會者們的
一致肯定和高度評價。

— 1990年 10月 20日，義大利國家⌈安莎⌋通訊社向全世界發佈了一整篇的報導和評論，對“道恭體系”的六
線譜記譜法給予了全面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隨即，義大利全國各大區的報紙和一些專業刊物都作了介紹和
評論，並給予了一致的肯定，最大的《時報》（il Tempo）發表了專題評論，並建議能在普通學校試驗和推
廣。

— 1991年 2月，義大利國家《聖·切奇利亞》（《S. Cecilia》）音樂學院和研究院的圖書館對《論六線譜》
一書給予了正式立案和編目，兩個書號為N.1157315和N.1157316。

— 六線譜記譜法出現以來，相繼得到了音樂學術界和許多音樂家的肯定，支持，參與應用和帶來的進一步
的貢獻。

例如：

現代音樂方面：義大利安科納音樂學院的教授，鋼琴家和作曲家爱德华多·胡貝特（Eduardo Hubert）用六
線譜創作了第一首獻給作者的鋼琴曲並用樂隊同時作了試奏。

古典音樂方面：義大利佩斯卡拉青年管風琴家乔瓦尼·迪·賈科莫（Giovanni Di Giacomo）用六線譜改寫了
兩首大型的巴赫管風琴名曲寄給作者。兩首曲目分別是 f小調管風琴前奏曲和賦格（Preludio e fuga per

organo in F minore – J. S. Bach, BWV534）和 C大調前奏曲和賦格（Preludio e fuga in C maggiore – J. S. Bach,

BWV547）。

爵士音樂方面：義大利羅馬鋼琴演奏家亚利山德拉·文奇（Alessadra Vinci）和薩克斯管及黑管演奏家兼作
曲家伊沃·帕帕多普羅斯（Ivo Papadopoulos）出版了《二重奏總譜集》（《Partiture del Dharm Duet》），其
中詳細介紹了“六線譜體系”的應用和作者，並有用六線譜改寫和創作的二重奏曲。他們舉辦了相關的音樂
會和發行了CD唱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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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興（敬獻古體詩曲兩首, 試用六線譜）

海 格（七律，一九六七年季春於青島）

   —— 仰觀東海交響詩

光明寥廓蘊深坦，

托日行雲承半天。

滿盛世間辛辣苦，

一塵不染見真顏。

縱橫交奏胸潮曲，

起落回旋又易篇。

不是浮沉逐亢歎，

只緣千古應空前。

山 情 （五言，一九九六年仲夏於義大利）

—— 阿爾卑斯山抒情曲

層層又嶺嶺，

綠綠更青青。

雲霧舞川壑，

風流韻谷林。

遠天映雪崖，

近地擺煙鈴。

西虹濛濛雨，

東崗曜曜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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