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标协[2020]164号文件，《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中国标准化协会团

体标准于 2020 年立项，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文化产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

委托北京北方昆曲剧院组织各单位相关专家起草。 

1.2 编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戏曲艺术的传

承发展，中央深改办将“研究制定扶持地方戏曲发展政策”列入2015年的重点改

革任务，2015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

若干政策》，为戏曲传承发展提供重要保障。这是我国继1951年发布《政务院关

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以来，时隔60多年之后再一次就戏曲工作做出的总体部

署和政策规定。然而，有关我国传统记谱法的相关标准一直以来都处于空白状态，

记谱方法也因地域分散各不相同，这就为工尺谱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交

流带来极大的不便，各地方工尺谱记谱极不规范，亟待用标准化的方法加以规范。

本着保护、传承与发展并重的原则，坚持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为了更好地发挥

戏曲艺术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用，将戏曲艺术纳入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指标体系，依照《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特制定《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以规范工尺谱记谱这

一古老的文化艺术遗产。为了及时挽救和深层挖掘传统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方法，

规范传统非遗艺术，特制定本标准。 

1.3 主要工作过程和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 

1.3.1 起草过程 

《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于 2020 年中旬完成草案初稿，并上报中国标协申

请立项，后由中国标协[2020]164 号文件确定立项。按照项目立项要求，项目工

作组明确了任务分工、确定了工作重点和时间进度。本标准的编写是在充分收集

内
部
讨
论
资
料
，
严
禁
非
授
权
使
用



 

研究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技术资料、广泛听取业内权威专家意见后，根据行业发

展的现状和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确定了编制原则为：有利于非遗技艺传承、遵

循科学发展规律。 

2023年 4月 16日，在北京正乙祠戏楼，召开了《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标

准起草工作组成立暨第一次会议。 

会议由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主持，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筱晖等在标准草案

编写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经过多次修改和

完善，在许多专家和权威人士基本认可的情况下，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1.4 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方昆曲剧院、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中国标准化协

会文化产业标准化委员会、…… 

本标准起草人：徐达君、王大元、李筱晖、……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相关条例而制定，填补

了行业空白，编制原则为：有利于非遗技艺传承、遵循科学发展规律。 

2.1.1传承性 

工尺谱是中国传统的记谱法，因用“工”、“尺”等字记写唱名而得名。它

与许多重要的民族乐器的指法和宫调系统紧密联系，在中国古代以及近代的歌曲、

曲艺、戏曲、器乐中应用广泛，至今还作为多种民族音乐形式传承延续的载体，

是宝贵的“活化石”。 

本标准中的工尺谱记谱符号选取的是昆曲传统记谱法中的工尺谱记谱符号。

昆曲工尺谱体系发展完备、记谱读唱精准，是工尺谱记谱法中最为完善准确的一

个门类。时至今日，工尺谱仍然是专业昆曲从业者不可或缺的技能和工具，更是

昆曲传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江苏省南京市已将“工尺谱拍曲技法”列为了

市级非遗项目，充分肯定了昆曲工尺谱这种精准的记谱方式与“拍曲”这种口传

心授的教授方式相结合，所形成的具有强烈艺术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传承方式。 

然而，有关我国传统记谱法的相关标准一直以来都完全处于空白状态，记谱

方法也因地域分散各不相同，这就为工尺谱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交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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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极大的不便，各地方工尺谱记谱极不规范，亟待用标准化的方法加以规范。本

标准的制定可使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的含义和用法更为明确与规范，不但有助于

民族文化艺术的保存，更能使其有序传承、良性发展。2.1.2 适用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收集研究装裱技术资料、广泛听取业内权威专家

意见，根据行业发展的现状和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着及时挽救和深层挖掘传

统装裱与修复技法、规范传统装裱与修复技艺的目的，以标准化的研究手段加以

归纳整理。因此，本标准的具体内容适合于当前书画装裱行业发展与创新的需要，

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2.1.3 合理性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设定合理，编写条件及专家推选规定合乎行业规范，编写

规则与程序合理，评价指标全面、恰当，编写条理清晰明确、细致可行。 

2.2 主要技术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的术语和定义、常用音乐符号、腔

格符号、调名对照、常用的几种书写样式，以及相关的戏曲锣鼓经记法和声调符

号。 

2.2.2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昆曲及其他关联剧种的演出单位、教学院校、研究机构及其他

相关组织对于昆曲工尺谱记谱符号的规范化应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内容经广泛定向征求意见，得到行业内权威机构和专家的认可。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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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由于国内外对于戏曲的相关标准都处于完全的空白状态，因此戏曲音乐标准也是

从未制定过的。本标准以简谱音乐符号并附加文字注解的形式，说明昆曲工尺谱

音乐符号的含义及用法，其中规定了昆曲工尺谱常用音乐符号、腔格符号、调名

对照和常用的几种书写样式等内容。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旨在为戏曲艺术迈向产

业的道路上提供科学系统的操作模式，有助于戏曲演出单位、戏曲教学院校、戏

曲研究机构及其他戏曲相关组织的规范化应用和理论化建设，有利于保护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昆曲传统记谱法，促使其更为有效的传承和更有依据的发展，

同时助推国家戏曲标准化体系建设。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无。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遵守《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中相关条例而制定。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了国家标准《GB/T 

16431-2008  中国盲文音乐符号》。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会员和社会自愿采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立即实施，同时建议对该标准开展相关标准宣贯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二Ｏ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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