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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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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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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

雅　乐

雅乐是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是统治阶级用于宗教、

政治、风俗的各种仪式典礼中的音乐。后世称之为雅乐，

盛行于周代。

周朝的统治阶级深知利用音乐于政治目的，在其建

国之初，姬发（周武王）伐殷时，军中前歌后舞，以张士气。

灭殷后又作了《象》和《大武》两个大型歌舞以夸战功。以

后从姬旦（周公、武王之弟）开始，陆续制定了各种贵族生

活中的礼仪和典礼音乐，使音乐为巩固王权统治服务。

他们把礼、乐、刑、政并列，也就是使政权、法律这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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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统治手段和意识形态的以宗法为内容的礼仪规定，

以及与礼仪规定结合在一起的雅乐，构成贵族统治的内

外支柱。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公元前１０２７—前４８１年），

出现了雅乐的黄金时代。

雅乐所用的乐器如编钟、编磬，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

才能制造，非一般人所能置备。后来贵族音乐中夸耀豪

编钟

富的成分愈重，乐器制作愈益考究奢侈，战国时期铸大钟

的记载甚多。乐器如钟、磬等（有时连同乐师在内），常用

为外交上馈赠的贵重礼品，如《左传·襄公十一年》：“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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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两架）及其鎛、

磬。”１９７８年３月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发掘的曾侯乙墓，约

葬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４３３年，战国初期），出土古

乐器１２４件。尤其是其中一套６５件的编钟极为精美，从

实物上印证了周朝雅乐的辉煌面貌及春秋战国之际中国

古代音乐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雅乐是礼、乐结合的产物，等级观念深深渗入其间，

不同等级的贵族，其使用乐器的种类、数目、舞蹈队的人

数，都有严格的界限。周室有王室的庞大的中央音乐机

构，名“大司乐”，执掌音乐行政、雅乐的演奏和贵族的音

乐教育，人员众多，职能分工很细，各项制度很周备。由

于统治阶级重视雅乐的政治作用，因而把音乐规定为贵

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诗、书、礼、乐，并称“四术”，贵族子弟

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接受这种教育。

雅乐的发达，集中地代表了青铜时代晚期的贵族及

奴隶主阶级在音乐文化上的成就，它对于巩固奴隶社会

分封秩序和积累音乐艺术实践的经验，发展乐制、乐器等

音乐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是有意义的。

雅乐兴盛了近４００年以后，到春秋、战国时期，雅乐

的政治作用就随着周朝中央政权的衰落而逐渐消失。它

在应用上的种种规定已无人遵守，诸侯贵族们对雅乐感

到厌烦而喜爱俗乐。如《乐记》载：“魏文侯问子夏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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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

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孔子就曾有“礼

崩乐坏”之叹。在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雅乐虽然不

断借政治力量勉强留一席地，但已是一种毫无生气的赝

鼎僵尸。

自汉以后，雅乐所赖以生存的“礼”已不具有周代那

样的重要政治意义，雅乐也就更见衰微，其较“纯正”的部

分，如祭典所用，或沿用前代残留的遗音，或出自当时的

拟古之作。另外的带有娱乐性质的部分，即朝会或宫廷

宴飨典礼所用，已大部分是引用当时的民间曲调了。汉

以后，雅乐的主要乐器如编钟、编磬、埙、篪、瑟等，已被新

兴的乐器如琵琶、横吹等所取代，乐器领域发生了很大规

模的更新，雅乐的许多乐器逐渐在音乐苑囿里消失。即

使在后世拟作的雅乐里，使用的乐器也掺进了许多不纯

的成分，如清代的宫廷雅乐中有方响、云锣、铜角等等。

秦、汉两代的宫廷中，还有周代以来家世相传的旧乐

工，还保存有某些雅乐旧乐器，还能模拟一些旧时雅乐的

音调。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曾献出他所搜集的“八

佾之舞”。

唐朝时期燕乐繁盛，雅乐虽然还在形式上存在，但宫

廷的音乐人才集中于燕乐的坐部伎、立部伎，两部淘汰下

来的、才能庸劣的人才去习雅乐，可见雅乐已不受重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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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的帝王、官僚虽几次讨论雅乐的律制、乐器形制等问

题，但与音乐艺术完全背离，只是虚构一些仿古的赝品，

毫无艺术生命。

宋代统治者的复古思想异常浓厚，对雅乐花费了相

当多的人力物力，制造了大量的仿古乐器，在演奏的曲

目、乐器种类数量、具体的安排以至乐工、舞工的服装等

等，一依古制。宋以后还有一些文人拟古的“诗乐”，如南

宋乾道年间（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年）赵彦肃所传的《风雅十二诗

谱》，其性质和应用范围也属于雅乐一类。

清代的几代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对雅乐也特

别有兴趣。康熙主持编纂了一部《律吕正义》，并制造了

一套雅乐乐器（存于北京天坛）。乾隆主持编修了《律吕

正义后编》及《诗经乐谱》，并用贵重的金玉材料，精细的

工艺，制造了编钟、编磬，外观十分辉煌（现存北京故宫博

物院珍宝馆）。有些非祭典性的宫廷雅乐，则引用了当时

的民间音乐。如《铙歌大乐》（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音乐）的

器乐部分，实际上是援用民间曲牌〔朝天子〕（因是沿用旧

谱，与现存同名曲调相异）。在宫廷元旦朝会时演奏的

《海清》（歌颂升平之意），其实是把民间器乐曲《海青拿天

鹅》改了名字。清朝的雅乐还使用了少数民族的乐曲，如

番部合奏、回部乐、瓦尔喀部乐舞、高丽国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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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乐

中国古代诗歌《诗经》中所用的音乐称为诗乐。《诗

经》３０５篇，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

而且大都是可以上口的歌曲，在音乐上也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是中国古代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

《诗经》中的歌曲，在周朝极为流行。据《诗经》朱熹
《集注》：“风”（国风）是“民俗歌谣之诗”，“小雅”是“燕飨

之乐”，“大雅”是“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颂”是“宗

庙之乐歌”，为《周礼》《仪礼》《礼记》所记各种典礼仪式所

用的音乐（即雅乐）。其中歌唱的、合奏的、单项乐器分部

奏的歌曲、乐曲，绝大部分都收在《诗经》内，多数属于
“雅”“颂”两类，少部分属于“周南”“召南”。有些乐器所

奏曲目（“笙诗”），在《诗经》中只有篇名，称为“佚诗”。实

际既为乐器所奏，自然没有歌词，不是把歌词佚失了。

《仪礼》中“燕礼”所用的歌曲、乐曲排列如下：

工歌（乐工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笙奏———《南陔》《白华》《华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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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歌———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由

仪》。

乡乐（合唱民歌）———“周南”：《关睢》《葛覃》《卷耳》。

“召南”：《鹊巢》《采蘩》《采苹》。

其中，歌唱的歌词全部载于《诗经》的“小雅”及“周

南”“召南”中，笙所奏的乐曲列为《诗经》中的“佚诗”，载

有篇名。

周朝时，上层社会把《诗经》中的歌曲列为教育的主

要科目，所谓诗、书、礼、乐并称“四术”。在贵族的社会交

际或各国的外交活动中，也往往引用《诗经》中的篇句作

为辩论的根据或必要的辞令，可见《诗经》在当时的社会

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至于《诗经》中的民歌，则本

来就是流传于群众口头的东西，其影响之深广更不待

言了。

由于时代久远，《诗经》的曲调没有传留下来，今人只

能从诗句中隐约探索其歌曲的曲式结构。例如，除多见

的启、承、转、合的四句乐段和多段词之外，还有在每章之

后带有同一歌词的副歌的“分节歌”形式；也有主歌前加

引子的；也有主歌后带尾声的；或既有引子也有尾声的；

有两个不同曲调的乐段交替出现的等。

《诗经》的传世乐谱，都是唐、宋以后文人的拟作。宋

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载有宋代赵彦肃所传《诗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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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谱《风雅十二诗谱》，据说就是唐开元时（公元７１３—

７４１年）“乡饮酒”礼所用的乐曲。其谱为律吕字谱，皆一

字一音。此后，元代熊朋来《瑟谱》中除载有赵彦肃的《风

雅十二诗谱》（熊朋来题为《诗旧谱》）之外，还有他自己拟

作的《诗新谱》１７篇。明代朱载堉在《律吕精义内篇》《律

吕精义外篇》《乡饮诗乐谱》中也有拟《诗》乐之作。清代

聂双江、汪双池、邱之稑等人也均有拟作。

清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弘历（清高宗）曾命臣僚

纂修《诗经》乐谱，刊行了一部卷帙颇为不小的“钦定”《诗

经乐谱》。弘历命人纂修的《律吕正义后编》中也有《诗乐

谱》。这种出自宫廷的拟作，比之文人所拟乐谱更加脱离

历史，甚无可取。

楚　声

楚声即楚歌，是战国时期秦汉间楚地的音乐，也泛指

长江中游、汉水一带以至徐、淮间的音乐。亦称“楚调”或
“南音”。

战国和两汉时期是楚声的极盛时代，诗人屈原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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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及其他楚辞作品，多依据楚国民间乐舞歌唱形式而

作。《九歌》的词句中曾对盛极一时的楚声表演情况与乐

器等多所描述。刘向《新序》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

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

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两汉帝王先后都起于楚

地，《汉书·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

刘邦的《大风歌》所用曲调也是他家乡的楚声。汉武帝时

期的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同前）所谓

楚讴，也是楚声。楚声不但是汉代宫廷音乐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民间也十分流行，两汉相和歌中就包含着“楚

调”。

屈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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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声的音乐形式，反映在楚辞中有“少歌”“倡”等歌

曲结构用语，大约是插入歌曲中间部分的小段或单句。

典型的楚声调式结构，可从楚地出土的音乐文物如曾侯

乙钟的音序排列中追索，文献记载中则有相和五调中的

“楚调”之说。《旧唐书·音乐志》：“又有楚调、侧调。楚

调者，汉《房中乐》也。”此外“楚调”一语并不泛指楚声，而

指楚声的一种典型性的调式。《乐府诗集》转引《古今乐

录》：“王僧虔《技录》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

……”等，即指此种调式之歌曲而言。

在后世的一些琴曲中还保存有楚声，六朝时丘明传

谱的《碣石调幽兰》琴谱附录中所列调名、曲名中有楚调，

而其序中有：“丘公字明，会稽人也……妙绝楚调，于《幽

兰》一曲尤特精绝。”汉唐间西域音乐东渐，风靡一时，宫

廷范围中，传统的楚调日趋罕见，唯琴曲中尚存，故《唐书

·礼乐志》说：“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

皆龟兹乐也。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氏五弄，

楚调四弄，谓之九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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