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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古琴是擁有悠久歷史與深厚文化傳統的民族樂器，其獨特的

減字譜琴譜格式與西方五線譜差異極大，造成具有千年歷史

的琴曲傳承資料很難以數位方式來儲存管理，限制了進一步

琴曲內涵式查詢與分析之研究的開展。在本文中，我們以

《梅庵琴譜》為研究對象，首先分析減字譜指法所記載的彈

奏資訊內容。接著歸納以往在漢字拓樸結構相關研究中，所

提出的各種拓樸結構類型，建立一套適用於減字譜符號的拓

樸結構分類。據此，我們使用 XML 技術，提出一種稱為

QinXML 的古琴減字譜數位編碼方式，並對《梅庵琴譜》中的

基本減字譜符號進行向量字型造字，可以數位化典藏與呈現

古琴減字譜琴譜資料。 

我們並實作了一個減字譜輸入與列印系統，此系統可輸入一

首琴曲減字譜並產生對應之 QinXML 編碼，並可以傳統方式將

減字譜作直式預覽列印，或是以五線譜+減字譜呈現。 

中文關鍵詞： 琴、古琴、箏、古箏、減字譜、自動打譜、演奏表現分析、

音樂內涵式分析、音樂資料探勘、演奏表現相似矩陣、漸進

式多重序列排比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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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te)

(notations)
<Jian-Zi-Pu>

 
 

 
 
 
 
 

3 QinXML  
(pi) (tuo)

(mo) (tiao) (gou) (ti) (da)
(zhai) <right-fingering>  

<?xml version="1.0" standalone="no"?> 

<!DOCTYPE score-partwise PUBLIC   

"-//Recordare//DTD MusicXML 0.6b Partwise//EN" 

  "http://www.musicxml.org/dtds/partwise.dtd"> 

<score-partwise> 

 <movement-number>1</movement-number> 

 <work> 

  <work-title> </work-title> 

 </work> 

 <identification> 

  <creator type="editor">

</creator> 

 </identification> 

     <key> 

  <fifths>-1</fifths> 

     </key> 

… 

<note> 

 <notations> 

  <Jian-Zi-Pu> 

… 

  </Jian-Zi-Pu> 

 </notations>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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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inXML
 

<string-number> 5
 

 
 
 

5 QinXML
 

(chief) (eating) (leading)
(name) (kneel)
(san) (an) (fan)

<finger>
<left-fingering>

<mark> 6 QinXML
“ ”  

 
 
 
 

 
6 QinXML  

(yin) (you-yin)
(fei-yin) (luo-zhi-yin)

(chang-yin) (xi-yin) (nao)
(xiao-nao) (done-nao)
<vibrato>  

 
 
 
 

7 QinXML
 
(chuo) (zhu)

(shang) (xia) (hu) (ying) (tang)

(jin-fu) (tui-fu) (zhuang)
(shuang-zhuang) (dou) <slide>

 
 
 
 
 

8 QinXML  
<direction>

9 “ ” QinXML
 

 
 
 

9 Qin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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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inXML :  

 
11 +  

<Jian-Zi-Pu> 

 <right-fingering>pi</right-fingering> 

</Jian-Zi-Pu> 

 

<Jian-Zi-Pu> 

 <string-number>6</string-number > 

</Jian-Zi-Pu> 

 

<Jian-Zi-Pu> 

 <left-fingering>an 

       <finger>chief</finger> 

       <mark>7</mark> 

 </left-fingering> 

</Jian-Zi-Pu> 

 

<Jian-Zi-Pu> 

 <left-fingering> 

       <vibrato>yin</vibrato> 

 </left-fingering> 

</Jian-Zi-Pu> 

<Jian-Zi-Pu> 

 <left-fingering> 

       <slide>chuo</slide> 

 </left-fingering> 

</Jian-Zi-Pu> 

<Jian-Zi-Pu> 

 <direction>qu-zhong</direction> 

</Jian-Zi-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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