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證《陽春》三種流傳琴譜之異同 

 

 

古琴《陽春》流傳出了諸多版本，其中關於《陽春》的題解，有以下幾個。在《神奇秘

譜》
1
中記載：臞仙按，琴史曰：“劉涓子善鼓琴，於郢中奏陽春白雪之曲。”琴集曰：“白

雪師曠所作，商調曲也。”宋玉對楚襄王曰：“陽春、白雪，曲彌高而和彌寡。”又張華博

物志曰：“天帝使素女鼓五弦之琴，奏陽春白雪之曲。根據此題解由此可知，《陽春》琴曲

是由劉涓子所作或為素女所作，且是表達彌高而和彌寡之品質。 

   

又《楊掄太古遺音》
2
中記載：師曠所作也。昔天帝使素女鼓五弦之琴，而奏陽春，故師曠

法之而制斯曲。蓋取萬物回春，和風淡蕩之意。想其青帝司晨，細柳拖金，春光始漏泄

矣；既而滿山黃碧，萬卉芳芬，春色彌宇宙矣。人際斯時，或借童冠，或抱瑤琴，或張油

幕，或駕蘭槳，雖所樂不一，其與物同春之趣則均耳。此音沖和雅淡，不可鉛華，操弄者

慎勿以粗心當之。由此可知，此曲描寫春天萬物回春的景色，且彈奏此曲應音沖雅淡，不

可鉛華。 

 

不僅如此，關於《陽春》的每段題解，由於版本不一題解也有所區別，本文所分析的《陽

春》曲出自《大還閣琴譜》（1673年刊行）總共十五段，但此琴譜每段沒有題解，其他琴

譜關於《陽春》題解在段落上有所差別，如《西麓堂琴統》中，《陽春》題解為十段。另

外其它琴譜中十五段題解和《風宣玄品》（1559年）中題解大致相同，比如《新傳理性元

雅》（1618年）中記載的《陽春》題解為十五段，題解相同，解釋略有出入。為了能夠更

好的分析《陽春》古曲，本文採用《風宣玄品》（1559年）記載《陽春》的十五段解釋，

在每段指法分析之前處錄入，以方便廣大讀者更好的解讀《陽春》琴曲。  

 

  現存已知《陽春》演奏錄音有多個演奏的版本，比較耳熟能詳的，如吳景略《陽春》1956

年左右錄製，另有蔡德允《陽春》，顧梅羹又從《琴譜正傳》中整理彈出《陽春》此曲，以

及吳兆基《陽春》等等，在諸多《陽春》的版本其中以吳兆基版本的《陽春》尤其特別，蓋

吳兆基的《陽春》出自《大還閣琴譜》，但指法技巧，出自其父親吳蘭蓀先生，吳兆基生前

錄製多遍《陽春》曲，本論文根據吳兆基 1956年錄製的《陽春》和 1993年《陽春》錄音對

比，以及曲譜出處差異且作分析。 

 

 根據《風宣玄品》
3
中記載《陽春》開篇第一段的意思：一、氣轉洪鈞，此為陰陽反復，

反復，五行相生克，四序更焉等。以 1956年人民音樂出版社的《古琴曲集合》
4
（以下簡

稱人音版）和 1998年出版吳門琴譜
5
（以下簡稱吳譜），以及原譜《大還閣琴譜》

6
(以下簡

稱大還閣)出處互相對比，分析此段指法運用。通過對比發現此段記載，三個琴譜音位大致

相同，記載指法有所差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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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還閣的第一段的第四句記載為，三弦從徽外“抹上”十八分位，之後有 “吟”的指

法。人音版的這一節，沒有記錄“吟”的指法記錄，而吳譜在這裡清楚的記錄了“吟”的

指法。（5-1圖） 

 

不僅如此，《陽春》第一段結尾處，大還閣為，中指一弦十徽位“勾起”之後，無名指二

弦十徽位“勾起”。此處和人音版記錄相同。但是吳譜此處記載為一弦、二弦十三徽外兩

聲，此處吳譜記載不同於人音版以及《大還閣》琴譜。（5-1圖） 

 

根據《風宣玄品》
8
中記載《陽春》第二段意思：春回大地，其為冰消暖至地回春，又為暖

風吹寒退，天地也氤氳等。此段開頭一句大還閣記載中有“省音”、“急吟”、“急猱”

等多變化的指法運用。而人音版沒有很詳細的記錄，相比之下，吳譜此處有所記載且更相

近于原譜《大還閣》琴譜。（5-1圖） 

 

不僅如此，大還閣另一處記載為，“散音”三弦後，無名指“挑起”二弦七六分一音。而

人音版和吳譜在此處多了一個，無名指“按”四弦七六分“挑起”的音，而後再無名指

“挑”二弦七六分一音。此處記載二譜均比《大還閣》琴譜多一音。（5-1圖） 

 

同樣《陽春》第三段意思：三陽開泰，此為三陽來複，複益三陽。乾坤交泰，發萬物以生

地等。根據三個琴譜相互對比，泛音音位大致相同，結尾處略有出入。而《大還閣》琴譜

在此段結尾處為，無名指六弦十徽位“挑”，再“渡”的指法。此處人音版和吳譜都是

“帶起”的指法。（5-1圖） 

 

 

大還閣琴譜 5-1圖 

 

《陽春》第四段的意思：萬匯敷榮，此為世間品物鹹亨，凡有羽翼禽，皆成巢抱其卵而生

等。根據此三個版本的第四段對比，大還閣開頭處為，散音三弦，大指“上”五弦八三分

 
 
8
 查阜西编《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P19 



“挑起”，後“注”四弦九徽位再挑起的指法。在這裡吳譜和大還閣基本保持一致，而人

音版在此處，沒有記載大指上五弦八三分“挑起”，並且第四弦“注”的指法也沒有詳細

記錄。（5-2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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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的意思：江山秀麗，此為春來水綠山青。玩澄波而來藻翠，魚蕩散浮萍等。根據三

譜對比，《大還閣》琴譜在第五段開頭處為，七弦“注”、“挑起”、“吟”再上六弦

“抹挑”的指法，吳譜此處和大還閣琴譜相同，而人音版在此處多一個“抓起”的指法。

（5-2圖） 

 

不僅如此，在第五段的結尾處，大還閣記載為“挑”散音六弦之後，再為三四弦散音。吳

譜此處和大還閣琴譜相同。而人音版的琴譜此為“挑”散音六弦之後，再五弦散音此處有

明顯區別。（5-2圖） 

 

第六段的意思：天地中和，此為日暖風和。只見黃童白叟，巷舞途歌等。此段三個琴譜的

指法對比。大還閣記載的第六段結尾處為，大指“注”三弦八分“挑”再無名指九徽位

“掐起”。此處人音版和大還閣琴譜基本保持一致，吳譜在“掐起”九徽位之後，多一個

“帶起”的音。其他指法以及音位，三譜大致相同。 （5-2圖） 

 

 

大還閣琴譜 5-2圖 

 

第七段的意思：鶯歌燕語，其為鶯簧睍睆，嚦嚦聲宛如歌，餘韻悠揚等。根據此段三譜的

對比, 大還閣在此段結尾處為，大指按四弦七徽位右手“挑”，再“挑”上三弦。而人音

版和吳譜都是“進複”六分半再“挑”上三弦。不僅如此，吳譜在此段中，指法記載更加

詳細，如“吟”、“猱”等指法的增加，較之《大還閣》琴譜和人音版琴譜，更加突出吳

兆基個人的演奏指法特徵。(5-3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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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段的意思：日暖風和，其為曙光浮動林色而依稀。輕暖輕寒，長天永日，而世間蔗糖

物增輝等。通過三個琴譜記載的此段對比，此段泛音部分三譜基本無有出入。 

 

 
9
 大还阁琴谱 5-2 为第四段至第七段，谱中黑色标注处为三谱不同处。 
10
 大还阁琴谱 5-3 为第七段至第十段，谱中黑色标注处为三谱不同处。 



第九段的意思：花柳爭妍，其為春天花柳鬥爭妍。春蘭百般紅紫鬥芳菲而新鮮等。根據三

個譜子中此段的對比，大還閣在此段開頭的部分為，“上”四七分位再大指“注”四弦五

徽位“勾”、“遊吟”，再跪指“掐起”五六分位。吳譜為“上”四八分位再大指“注”

四弦五徽位“勾”、“吟”，再“跪指”、“掐起”五六分位。人音版此處為上四六分位

“回復”，“跪指”“掐起”五六分位，人音版在此處少記錄大指注四弦五徽位“勾”

“吟”一音。（5-3圖） 

 

不僅如此，在《大還閣》琴譜的第九段前部分中，散音六弦後，大指“按”四弦五六分徽

位一聲，再名指“按”二弦五六分徽位“勾”一音。吳譜此處記載和大還閣相同，而人音

版此處記載是直接二弦五六分徽位“勾”一音。（5-3圖） 

 

第十段的意思：錦城春藹，其為花綻錦繡宮城。才子觀，佳人玩，各自陶其情等。根據三

個琴譜此段的對比，大部分的音位大致相同。但大還閣在此段開頭處為散音四弦“應合”

再至散音三弦，吳譜此處記載和大還閣大致相同。但是人音版此處記載為散音三弦至散音

三弦，這裡人音版有明顯區別。（5-3圖） 

 

 
大還閣琴譜 5-3圖 

 

第十一段的意思：帝裡風光，其為皇都春早，帝裡風光。盞酌黃封之酒等。根據三譜對

比，大還閣在此段開頭處，有一個七弦“立”的指法，吳譜此處和《大還閣》琴譜記載相

同，而人音版此處並沒有“立”的指法記載。（5-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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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第十段的中部，大還閣的記載是六弦十二徽位“注下”徽外“吟”“帶起”一

音。吳譜的記載為六弦十徽位注二下徽外“帶起”一音。人音版是六弦徽外“注”且

“吟”“帶起”一音，此處三譜均有所差別。（5-4圖） 

 

第十二段的意思：春風舞雩，其為融和堪著單裌之衣。長少鹹集，共往浴乎沂風乎舞雩

等。此段開頭處，大還閣的記載為，中指“勾”四弦十徽位，再無名指“勾”六弦十徽

 
11 大还阁琴谱 5-4 为第十一段至第十三段，谱中黑色标注处为三谱不同处。 



位。此處記載和吳譜相同，而人音版此處記載為名指五弦十徽位“勾起”再無名指“勾”

六弦十徽位。此處人音版的琴譜多記一音也。（5-4圖） 

 

不僅如此，《大還閣》琴譜在此段另一處記載是，名指“注”五弦十徽位“挑起”

“猱”，再“挑”四弦。而吳譜和人音版都是名指“注”五弦十徽位後“帶起”，此處兩

譜均多一音也。（5-4圖） 

 

此外，第十二段結尾處，大還閣的記載是中指上二弦七徽位“勾剔”，再“雙猱”“緩

音”。吳譜此處記載為“雙猱”“分開”“先緩後急”一音，人音版是三弦中指七九分位

“退”七九分位，再“挑起”三弦大指七徽位。此處三譜的記載，明顯不同。（5-4圖） 

 

 

大還閣琴譜 5-4圖 

 

第十三段的意思為：莎草鋪裀，其為車無音而軟襯，香輪駿馬，馳而無聲等。通過對比此

段，三個琴譜沒有很大的出入，個別細微指法略有區別。 

 

第十四段的意思：綠戰紅酣，其為淡紅樹底凋殘，深青枝上新鮮等。《大還閣》琴譜在此

段的結尾處為，無名指“按”三弦十八分位“勾”“吟”，再“按”三弦九徽位。此處吳

譜和大還閣記載大致相同，而人音版此處為名指三弦十八分位“勾起”上九徽位。（5-5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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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段的意思：留連芳草，其為歲歲踏青遊玩春，尋芳人不是舊遊人等。《大還閣》琴

譜在此段開篇處為，中指“注”三弦九徽位“勾起”，再名指“勾”四弦九徽位。人音版

此處記載和大還閣琴譜相同。而吳譜此處記載為，無名指“勾”四弦九徽位，再中指

“注”三弦九徽位“勾起”。（5-5圖） 

 

 
12 大还阁琴谱 5-5 为第十四段至第十五段，谱中黑色标注处为三谱不同处。 



不僅如此，在此段開頭的另外一處，大還閣琴譜為，“散音”右手“劈”六弦，再一弦再

二弦名指“按”十徽位“勾”。吳譜此處記載和大還閣琴譜相同。而人音版則是散音五

弦，再六弦，再一弦，此處記載人音版與其他兩譜區別明顯。（5-5圖） 

 

再此段另外一處中，《大還閣》琴譜為，“勾剔”二弦十徽位一音“和”“散音”一弦一

音再“下”十二徽位。此處吳譜記載和大還閣記載相同。但是，人音版記載的是“勾剔”

二弦十徽位，再“散音”六弦、五弦。此處有明顯區別，至於結尾的泛音處，音位大致相

同，略有細微差別。至此《陽春》曲終（5-5圖） 

 

 

大還閣琴譜 5-5圖 

 

根據上述三個琴譜的分析，發現每段的指法記載的不同處，雖然人音版和吳譜都出自《大

還閣》琴譜，但由於記錄時間的先後，兩個琴譜皆有明顯區別，由此可知。 

 

一、 琴家在彈奏同一首琴曲的時候，隨著時間遠近，根據自身指法特色相應調整走手音位，

較之原譜有所差別。 

二 、同樣的琴曲，因琴人自身所學的特色指法而改變，又分別記錄在不同琴譜中，故常有

同曲名，不同指法，不同走手音位的記載，此類現象在古琴譜中較為普遍。 

三 、任何一首古琴在傳承的過程中,不是一成不變的，經過不同琴家的彈奏，形成各具特色

的琴曲，乃至擴大影響到某個區域的琴人，從而形成所謂的流派，這個現象和傳承曲譜以及

曲譜中不同指法的表現，有著密切的聯繫。 

 

在本文中，吳兆基先生在彈奏《陽春》的時候，由於不同時間的錄音，以及特色的指法

運用等等原因，造成此曲前後的記載，皆發生明顯區別。通過三個琴譜的對比，其中《吳門

琴譜》中記載的《陽春》更接近《大還閣琴譜》的原譜出處，兩者指法以及走手音位，基本

保持一致。 

 

不僅如此，《吳門琴譜》也是記載吳兆基晚年的古琴風格的曲譜。晚年的吳兆基，在演



奏《陽春》此曲的同時，也多融合了自身特色的古琴指法，乃至影響後世學琴者。故從《吳

門琴譜》的研究中，也可一窺吳門古琴派的傳承源流。而相比之下，人音版的《陽春》曲譜

和《大還閣琴譜》出入較多，此也系吳兆基早年彈奏此曲的記載，故而沒有重點記載個人的

古琴指法特色。 

 

至此，本文通過對《陽春》三個琴譜對比，發現同首古琴曲中的指法異樣性，這也是古

琴曲傳承的特色，而通過對《陽春》古琴曲的深入研究，也必定讓更多的研究者有所注意到，

古琴曲在傳承過程中，不是一層不變的，它有其自身的多樣性以及變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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