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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翻弄简谱线谱的中国音乐人，往往想不到古代乐谱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方面，有人说可惜古谱失传，也有人说很可能古代是利用文字音歌唱的。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的汉字不但是语言的载体，也是音乐中之“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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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光生，1940年出生于楚夏文化交融的古商业重镇——河南南阳邓州。
这里为中原交通要道，自古商贾云集，音乐繁荣，是我国古代西曲的发源地之一。
在浓浓乡土音乐的熏陶之下，宋先生早早走上了学习音乐的道路：从1951年开始先后学习横笛、胡琴
、古筝、三弦、琵琶等乐器演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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