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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其音乐，在长期发展中也积累了丰富的艺术成就和

经验。它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民间流传，或通过文献（经、史、子、集）予以记

载，或通过音乐文物（音乐实物、音乐图像、出土文物）得以保存，总之，其历史之

悠久、文字资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是世界上其他地域音乐文化无可比拟的。

面对如此丰富的物质及精神财富，对研究者而言，既要探寻中国音乐发展

之历史脉络，同时也要从中总结经验，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它不仅仅是溯流探源、吸收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更重要的是，以古鉴今，

在该领域开创新的文化篇章。而对学习者来说，如何简明扼要的了解中国音乐

发展之线索、了解音乐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则成为重点。本教材在全面而系

统的历史框架下，结合多种音乐史教材的研究成果与编撰优点，从学生的角度

出发，抓住重点，并从总体上把握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它既注重历

史的延续性，同时亦突出知识性、归纳性、综合性，目的是让学生能够较系统、全

面、深入的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脉络及各时期的突出成果；丰富音乐历史

知识，扩大音乐视野，提高从事教学、科研和文艺活动的能力。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习指要》（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ｕｓｉｃ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ｌｕｎｇｅ）授课一学期，共计４０学时。

在编写方面，系统性和循序渐进相兼。为了能使学生们能更好地掌握中国

古代音乐发展的基础知识，在书中除提供与内容相关的参考文献外，在每章节

前还特别提供与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基本概念、知识重点等。同时，为了能使

学生们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及其研究逐渐产生兴趣，作者

穿插了图像资料，使其更加有直观性和趣味性。为了拓展视野，并进一步深化

学习，作者在章节后还罗列了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参考资料、题型、习题与参考答

案。在这一部分，笔者对近几年来全国各种考试试题进行分析，总结出《中国古

代音乐史》科目的基本题型。针对这些类型，笔者尽可能以一个专业人士的眼

光择题，判题，并提供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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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撰过程中，特别要感谢夏滟洲博士，他把自己多年来的资料积累无私

的给予惠助，使该书在行文、结构、图片的使用等方面得心应手。也要感谢黄勃

老师，她反复修订稿件，并对习题及参考答案进行修改，促成了这一部分的顺利

完成。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本教材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付诸出版。

最后还要感谢西安音乐学院对于“教改项目”的大力支持。尽管在它所展

示的成果当中还有诸多疏漏和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开启了自主创新、自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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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望同仁、师长、朋友们不吝赐教！

曾金寿

西安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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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远古时期的音乐文化

（约９０００年前—前２１世纪）

【本章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原始社会音乐发展的基本概况。远古时代

泛指公元前２１世纪以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这个历史时期，中外学界有
不同的认识，如：美国学者摩尔根（Ｌ．Ｈ．Ｍｏｒｇａｎ，１８１８—１８８１）在其著作《古代社
会》中认为，原始社会分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而中国学家一般把其划分

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对照来看，摩尔根的蒙昧时代相当于旧石器

与中石器两个时代。这个时期，原始人类对音乐有初步的认识，但由于生产力

水平低下，反映在艺术上是较为粗糙、简陋的制作特征；反映在乐器上，则是无

规则的打孔。此时期出土的乐器以石、土、骨、革为主，主要乐器有石哨、骨笛、

埙。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大量出土的乐器证实，其乐器的制作材料不仅有土、

石、骨，而且也有金石器时代初期的某些特征。除此之外，歌唱、舞蹈、奏乐是该

时期的音乐特征，其乐与劳动的呼声、动作有关，而且也与他们认识自然有关。

【本章知识点】

原始出土的乐器；原始乐舞；音乐与图腾崇拜；祭祀典礼；农耕狩猎之关系



３　　　　

第一节　概　　述

据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对人类化石确定，非洲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起源

地，特别是东非地区，因为这里发现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

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根据古地磁测定，学者们认为，大约在２００万年至１８０
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欧洲、亚洲，由此带动了古

人类群的迁移。旁证是：格鲁吉亚东边的德玛尼西亚人是非洲以外发现的年代

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距今１８０万年。其次是以色列的乌贝蒂亚、巴基斯坦。
中国也是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如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

距今也有２００万年。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谋人”、
“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数量很多、分布地域也很广。

其远古时期指的是约据今２００万年─公元前２１世纪的历史时期。在整个
人类发展过程中，考古学家为了区别其发展过程，把它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

器时代。

所谓旧石器时代，其特点是：早期人类可以打制粗厚笨重的石器、器类等；

晚期则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

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果实和渔猎为

生。他们不会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栖身，过着群居的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

期，人们已学会用火。先是采野火，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击火石取

火、钻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对人类进化有着很大的意义。它不仅可用于照

明、驱除野兽、驱赶寒冷，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生食的习惯。由于熟食能缩短消化

过程，使更多的养料被人体吸收，并使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有所改变，促使人的体

力增加、脑髓发达。

所谓新石器时代，其时间持续一万至三万年左右。在这个时期，地球的气

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

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

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

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

中国音乐文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根据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间考古学家在河
南舞阳县贾湖发现的一批骨笛，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我国先民在７８００—９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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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就已经有意识地使用音乐来寄托祈求神灵保护的愿望①。此外，考古学家

在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两个“陶哨”，是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制成的吹
奏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的一批“骨哨”是距今约７０００—６５００
年前的遗物；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图１－１），是迄今所
知最古老的原始舞蹈图像，距今五千余年。陶盆内壁上有三组舞者，每组五人，

手挽手列队舞蹈，是古乐舞传说的印证。其舞者头上有下垂的发辫，身边拖有

小尾巴，说明人类早期有已有化妆表演；其盆内的图案设计，衬托出水波荡漾，

载歌载舞的场景，说明他们已具备成熟的审美特性。

图１－１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陶盆内壁上有三组
舞者，每组五人，手挽手列队舞蹈（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人民

音乐出版社，１９８８，第３页）。

第二节　远古时期的音乐文化形态

音乐文化形态不仅包括以音响方式呈现的音乐本体形态，也包括音乐本体

形态的功用以及其赖以产生的从乐者和欣赏群体的心理状态、文化审美价值取

向、生存、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因此，音乐文化形态是一个以音乐音响本体为

核心的开放性系统。

① 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８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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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史料记载中的远古音乐文化
根据我国先秦典籍的记载，我国先民的音乐还没有与其他姊妹艺术区分开

来，诚如一般史书上所认为的，远古时期的音乐文化形态表现为诗、歌、舞三位

一体，它们以一种综合艺术的方式呈现着。因此，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曾说：

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

一体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凡是使人快乐，使人

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①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音乐还比较简单，这种音乐的基本因素是节奏，当时

最早出现的乐器可能就是一些敲击类的节奏性乐器，无论是推测还是考古发

现，抑或古代典籍中记载最多的，载歌载舞是典型的乐舞形式。

（一）代表性古歌与乐舞
先秦典籍中常常会出现“古乐”一词，所指一般分为两大类，一为古歌，二为

乐舞。

１．古歌
古歌，即歌谣、歌曲。它在原始社会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１）东汉时期赵晔《吴越春秋》记载了一首相传为黄帝时期的古歌，名叫
《弹歌》。其歌词是如下：

断竹、续竹，飞土、逐
!

。

这首歌曲描述了远古人类的一个狩猎的过程。大意是：砍断竹子，制成弓

箭，射出弹丸，得到猎物。令人惊叹的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行《中国民间歌
曲集成·江苏卷》的搜集编撰工作时，音乐工作者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山（古

称“河阳山”）一带采集到了一首《斫竹歌》，唱词内容竟然与《弹歌》大同小异。

真可谓“千年古弹歌，流传在人间”②。

①

②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载《青铜时代》，新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２，第１７８页。
徐荣坤：《千年古“弹歌”传存在民间》，载北京：《人民音乐》，１９９９年第７期；易人：

《一首极具史学价值的＜斫竹歌＞》，载北京：《人民音乐》，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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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例１

斫　　竹　　歌
江苏张家港民歌

张　元　元　唱
虞永良记词　朱新华记谱

（２）公元前２３９年写成的《吕氏春秋》第六卷《季夏纪·音初》也记载了这
样一则故事：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

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

以为《周南》、《召南》。

该传说记录了涂山之女对大禹的思念之情。它是四言“情歌”，名为“候人

兮猗”。歌的实词为“候人”，即“等你回来”之意。“兮猗”为语气助词，是南方

歌唱时的一种习惯。这种叠用语气助词的现象在今天的江南地区仍然存在。

它说明汉语地域特性的表达方式所具有的传承性。

（３）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贲（ｂì）》，也记有一首反映古代独特婚俗的
古歌：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
"

媾。

意思是，一个人骑着饰物美丽的大白马，他不是强盗，而是去结婚的。该古

歌实际上反映的是古代抢亲的风俗①。

① 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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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字记载来看，远古时期的歌谣内容有反映劳动的，也有祭祀的；有关

于爱情的，也有祈求平安的。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文字，所以也没有关于

它们的文字记录。以上所列歌曲，均是进入文字时代后根据传说而记录的歌

词。它们只能说是对远古歌曲的一个侧面了解和反映。

２．乐舞
远古社会中的乐舞是生活的反映。它与氏族部落生活中的图腾崇拜、祭祀

典礼、农耕狩猎、部落战争以及生息繁衍等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原始乐舞作为

远古初民文化心理的物化形态，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旨在达

到心态的平衡与满足，主体对现实的超越。

下面所列是不同氏族部落里所跳的乐舞：

（１）《尚书·虞书·舜典》记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反映的是远古人类
化装成野兽，敲击石磬，载歌载舞的场景。这部乐舞凝聚着农耕的心理意识。

可能是收获之后，先民们内心充满着情感冲动，所以随感而发，边歌边舞。它是

化妆成鸟兽的表演，蕴含着农业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中 “民以食为天”的意识。

（２）《吕氏春秋》第五卷《仲夏纪·古乐》所载的“葛天氏之乐”，则是反映先
民与农牧生产有关系的歌舞。文是：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

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在歌词中，阕意为终曲，八阕在这里指的是八首歌曲。在这八首歌曲中，第

一首“载民”，意为“始民”，当为歌颂祖先。第二首“玄鸟”，可能是歌颂这一氏

族的鸟图腾，第三首“遂草木”应当是歌颂并祈愿植物生长茂盛，第四首“奋五

谷”，可能是歌颂并祈愿粮食丰收，第五首“敬天常”，应该是歌颂自然规律的不

可违抗，第六首“达帝功”也许是感谢自然的赐予，第七首“依地德”可能是在歌

唱要按土地的规律从事生产活动，第八首“总禽兽之极”也许是歌唱并祝愿畜牧

生产得到繁盛增殖。这些歌曲都反映了先民们对生产和生活的态度。

（３）《礼记·郊特牲》则记录了伊耆氏每年十二月中举行的“蜡祭”。它是
一种年终对八位农神①的祭祀，一般在野外举行，目的是崇奉万物、报答众位农

神对农业种植的功劳和贡献。

八蜡之一“祭坊”的歌词是：

① 注：一为先啬神，祭神农；二为司啬神，祭后稷；三为农神，祭古时田官之神；四为邮

表畦神，祭始创田间庐舍、开道路、划疆界的人；五为猫虎神，祭其吃野鼠野兽，保护了禾苗；

六为坊神，祭堤防；七为水庸神，祭水沟；八为昆虫神，祭以免虫害。



８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其大意是：土归其位，水入深谷，虫害不要发生，杂草归其洼地，勿妨碍农作

物的生长。

这个乐舞尽管带有神秘且荒诞的色彩，但同时却透视出先民们面对天灾无

能为力的局限，因此只有期望于上天的保护。它寄托着对来年农耕顺利、庄稼

丰收的愿望。

（４）《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有朱襄氏之乐。其文如下：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

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朱襄氏为伏羲时诸侯，号飞龙氏，称子襄。柘城（今商丘市柘城县）是他的

城邑。传说：朱襄氏在柘城时，恶魔常来兴大风，飞走石，使天干地裂，五谷不

丰。对此，朱襄氏心急如焚，决心降伏恶魔，为民除害。于是，他召集士达、飞龙

共商降魔之策。他们认为：恶魔乃邪恶之气，斜必畏直。最直莫过于琴瑟之弦，

于是就决定造一把瑟来降魔。士达、飞龙忙着准备柘丝、良桐。朱襄氏命能工

巧匠，精心制作了一把瑟。一日，黄沙蔽日，恶魔又来作怪。朱襄氏便携瑟登

场，迎风而鼓，瑟声高亢激越，怪风渐息，天空彤云密布，立时大雨如注。从此百

姓过上了平安无虑的生活。

朱襄氏之乐透漏出，乐是沟通人与上天之间的媒介，它富有极强的感召力。

这部乐舞蕴含着乐舞以调阴阳的思想，虽不能说是最原始的阴阳观念，但是以

乐动天的神秘，仍可视为原始人心理思维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５）《吕氏春秋·仲夏纪》所载的是阴康氏之乐是健身祛病活动最早的源
头。文见：

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

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而宣导之。

阴康氏是伏羲之后的氏族首领，距今约５０００年。传说，他部落的先民由于
生活在潮湿的自然环境之中，再加上劳动繁重，所以不少人得了“关节不利”的

① 修海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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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病。为了切除病苦，于是他命人编导乐舞以来活筋骨，振群生。阴康氏所跳

的舞蹈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于气功导引的养生方法。其基本作用是宣达腠理、

通利关节，达到散瘀消积、保持健康的目的。这个乐舞反映出来的是原始思维

表象与情感意志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原始艺术活动的审美动态形式。它是用乐

舞来祈求平安的代表之作，具有典型意义。

（６）《云门》，又称《云门大卷》，是黄帝时代崇拜天神的乐舞。相传黄帝部
落以云为图腾，所以它是歌颂氏族图腾的乐舞。以“云”作为其图腾标记，“不仅

是思想方面的一块知识，乃是一种特殊行为状态，又是信仰系统；既是社会现

象，又是个人经验。……”①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先民们生存中对自然气候

的依赖心理。

（７）《咸池》，又名《大咸》，是尧帝时期的乐舞。其内容一说是与天上的西
宫星名有关，也有一说是太阳落山后的洗浴场所。总之，“咸池”以崇天为内容，

充满憧憬之情，预示美好未来。相传，此乐舞通常在仲春二月，即农作物的耕种

季节举行。旨在通过乐舞来表达天文与农耕之间的神秘关系，目的在于祈求来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８）《韶》，又名《箫韶》、《大韶》，简称《韶》，是舜帝时期一部宗教性的乐
舞。相传，它有九次变化，歌也有九段；伴奏乐器主要是“箫”（相当于现今的排

箫），因此人们又称它“箫韶”。据说在其乐舞高潮时会有扮演凤凰的场面出现，

言之“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尚书·益稷》）。《韶》在春秋时期仍在上演。据

《春秋左传》记载，吴国季札在鲁国看了《韶》舞后给予赞美有加。后来孔子在

齐国也观赏到《韶》舞，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从而并发出“尽善尽美”②的之

感叹。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韶”舞不仅有其极强的感染力，而且内容也迎合

了仕阶层的审美趣味。

在远古时期的众多乐舞中，除“阴康氏之乐”的内容是为人的健康服务外，

其余均为祭祀、祈祷、为天地神灵而表演的乐舞。其目的不在于愉悦身心以达

到审美功能，而在于发挥音乐与神灵沟通的神秘功能，或以歌颂图腾崇拜为主。

这些乐舞是先民最基本的艺术活动。通过它来完成群体之间的心理交流以及

个体内心完满的审美体验。

①

②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９页。
《论语·述而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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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云南省沧源发现的原始狩猎舞。其舞姿潇洒，似乎与农事有紧密的
关系。这些舞蹈图像若与当今西南少数民族仍然鲜活的民俗舞联系起来的话，

可以发现圆圈舞具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二）考古发现的远古时期的乐器
乐器是音乐得以具体化的实施工具。由于其形态稳定、存世时间较长，因

而可以保留部分音乐实践的信息。因此，在音乐考古学中，乐器考古的内容尤

显突出。

我国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原始乐器，按制作材料可分类为：骨、土、石、革

等。如果按照演奏方式进行分类，则可分为敲击乐器和吹管乐器两大类。

１．敲击乐器
敲击乐器主要有：石磬、陶钟、鼓、陶铃、摇响器等。

（１）石磬
石制乐器。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发现石磬四具，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

的石磬，距今约为４４００—４５００年左右。另在襄汾出土的同时期“襄汾特磬”
（图１－３），体长１３８米，是目前全国出土同类石磬中最大的一件。《尚书·皋
陶谟》载“戛击鸣球”、“击石拊石”，“鸣球”、“石”，指的就是石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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