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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们对精神文明的不断追求，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不可或

缺了，大街小巷不绝于耳的歌声，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可是，音

乐，到底是什么，她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人们如此喜爱、百听不厌呢？

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源远流长，本书从音乐的起源、发展向我们详细地

介绍了音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并对中外名曲、名家进行了大搜罗。它不但

向我们讲述了中外名曲的来历以及名曲背后的种种故事传说，同时也向我们介

绍了古今中外在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名家们的奇闻轶事。

本书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知识导航、知识放大镜、知识扩展三个板块，

在向我们传播音乐知识的同时，使我们了解了许许多多与之相关的知识，更使我

们增长了音乐见识，对历史和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也有所了解。

本书中对中外名曲的介绍，使我们在欣赏名曲的时候，更能深刻地了解其中

的丰富内涵以及高超的技法，同时也能认识曲中所用乐器的来历以及其在音乐演

奏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不断地提高我们对音乐的欣赏能力。本书中，对中外名家

的介绍不但使我们了解了他们在音乐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使贝多芬、瞎子阿

炳等音乐家的各种经历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激发我们奋发图强，以他们为

榜样，在达到自己理想的同时也能在各个领域有所成就。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它集知识、故事为一体，具有吸引力，在选材

方面，力求生动、有趣，使大家在轻松愉快的趣味阅读中，增强音乐方面的相

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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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从哪里来—
—音乐起源

知 识 导 航

在最初的原始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最初的人们还不会用语言来

表情达意，相互交流，却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以及强弱等来表达

自己的意思和喜怒哀乐以及各种情感。在人类劳动的发展过程中，为

了统一劳动节奏，逐渐产生了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就是

最原始的音乐雏形，而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就会敲打

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又可以称得上是原始乐器的雏

形了。

如今，音乐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毫不陌生的，也有很

多的人痴迷着音乐，而人类最初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

的？我们只能根据年代已十分久远的考古材料、远古的神

话传说还有如今仍然存在的某些仍处于原始状态部落的艺

术等进行推测。 古乐器——商后期编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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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昧的远古时代，音乐的概念还没有从自然界的各种声响世界中独

立出来，音乐是跟人类祖先们的劳动、 娱乐、巫术、语言活动等生活融为

一体的。

劳动产生音乐

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劳动是人们最基本的实践，

同时又是人们认识的最基本的来源。从原始人的艺术活动来看,音乐艺术，

一开始就是起源于劳动生活的需要，也是起源于获得劳动丰收的愿望。与

此同时，劳动生活也直接构成了人类艺术创作的内容。所以说，要科学地

阐明音乐的起源，就不能避开人们的劳动和实践。

知识放大镜

音乐是人的社会产物，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审美活动以社会生活

为基础，形成发展都离不开社会。

据古文献记载，音乐的起源有多种观点： 

第一，音乐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需要而产生，例如原始人为了求生存，

与旱灾、水灾斗争过程中所用的巫术。

第二，为表达感情和娱乐而产生。远古时的人类为了表达感情和娱乐而

聚集在一起歌舞相庆，音乐由此产生。如《吕氏春秋·音初篇》里就记载了四

段民歌起源的传说，像段子“北音”。

第三，音乐在产生过程中曾模仿大自然音响与鸟类的鸣声。比

如古笛和陶埙的发明，如果仔细聆听，就会发现它的发音

高度与鸟鸣非常得接近。

第四，音乐直接起源于劳动生产过

程，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劳动

古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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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子的出现。比如湖南常德的《打磁歌》高亢燎亮，而且歌词是根据劳动情况

即兴编唱的，既起到了指挥劳动的作用，又注重调节每个劳动者的情绪，从而

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专业地讲，音乐是一种能够产生共鸣效果的声频。音乐源自人类本体的最

初生命运动，音乐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人类起源而起源，当然也

伴随人类发展而发展。所以说，它们不是人类身外之物，也不是人类最初的物

质生产，而是一种富有情感的人类最初精神活动的产物。

音乐的发展是没有什么限制和具

体范围的，不过音乐有时间性，如果单

纯依靠人们口耳相传，肯定会有一些差

错，而且传来传去，自然无法保持乐

曲的原味。于是前人就发明了各种音

乐符号，并利用这些符号组成乐谱，后来的人们就可以利

用这些记录下来的谱，演奏出与作者意思相同的音乐，这

种记录在乐谱上的各种符号及规则，就称为乐理了。我国

古代音乐就有五声音阶体系，而五声音阶上的五个级被称

为“五声”，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宫（do）、商（re）、角

（mi）、徵（sol）、羽（la）。著名的中国古代音乐流传至

今的有《广陵散》《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

知识扩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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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乐起源的各种学说

 知
识 导 航

 黄帝是中国最初的帝王，也是五千年前创造了历法和文字的一代名

君。在黄帝时代，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传说伏羲是人首蛇身，

更曾在母胎中孕育了12年。而他弹奏了张有五十弦的琴，由于音调过于悲

伤，黄帝就将他的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

另外，在黄帝时代的传说中，神农也是一名音乐家，他不但教人耕

作，通过尝百草发现了草药，他还创造了五弦琴。

关于音乐的起源，有着众多的传

说。音乐艺术起源的“模仿说”认为，

音乐的起源是人们对自然界和当时社会

的模仿，这也是古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

一种最为古老的理论，在我国古代也有

类似的说法，此种说法认为音乐是人类

模仿动物的声音而来的。当然“模仿

说”强调了自然和社会生活是第一模仿

对象，也是音乐创作的依据，音乐艺术 模仿动物的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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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和再现，从这点来看，“模仿说”有它正确合理的

一面。

“魔法说” 也是音乐艺术起源的一种学说。 音乐艺术起源的“魔法说”

又叫“巫术说”，是西方20世纪初很有影响的一种音乐艺术起源说。主张“魔

法说”的学者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所以人们将现实世界看得

十分神秘，他们希望用特殊的形式对自然界施行魔法，控制自然力。于是就举

行巫术礼仪活动，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则成了这些活动的一部分。人类

原始音乐艺术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不过“魔法说”不能完整地解释原始艺术的起源，因为有大量的原始艺

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和魔法观念既没有内在关系，又没有外在的联系。另

外，巫术礼仪和艺术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当时社会生产实践的反映，这

两者之间应该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音乐起源的“情感或娱乐说”，也叫“表现说”。19世纪后期以来，“情

感或娱乐说”在西方文艺界有比较大的影响，而且流行于现代西方的各种美学

思潮。因为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就是强调艺术应当“表现自

知识放大镜

古 琴

中国的古琴是世界上最早的弦乐器，也被称为瑶琴、玉琴、七弦琴，古琴

距今至少也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据记载，古琴在周朝就已经很盛行了，不

过到20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

琴以歌南风” 等作为琴的创制者有记载的传说，就可以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而《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也有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等关于古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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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就显示出这种说法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于音

乐来说，最为流行的一种观念就是音乐是为表达感

情或娱乐而产生的。

音乐的起源还有一种“信号说”，德国

心理学家斯冬普是此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

《音乐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原始人类为了与远

方的人们联络，就通过相互喊叫来实现，其所发出的

声音若保持一定的时间，就变成了音乐。

而音乐艺术起源的“多元理论说 ”则认为音乐

的起源是复杂的，没有办法以单一的理论学说来解

释，学说主张用多元理论来探求音乐的起源，才能真

正揭示音乐艺术起源的奥秘。

喊话

  知 识 扩 展

管乐器的起源传说

据 史 料 记 载 ， 距 今 五 千 年 前 的 黄 帝 时

代，有一位名叫作伶伦的音乐家，他进入西

方昆化山内采竹为笛。恰好当时有五只凤凰

在空中一边飞翔一边鸣叫，于是他就合其音

而定律。当然这种传说也不能完全相信，不

过，也可以将它看作是有关管乐器起源的带

有神秘色彩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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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乐的魅力
——为什么人喜欢听“歌”

知识导航

荀子在《乐论》中说，音乐是快乐情感的抒发，是人类所不可避免的天

生的情感表露。所以人类不能没有音乐，欢乐必然要借声音来表达，借动作

来表现，这是人之常情。

如今，各种各样的歌曲充斥着我

们的生活，听歌，甚至成了很多人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了，为什么人们

会喜欢“听歌”呢？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所需

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而在很

久以前，在精神生活还相当匮乏、娱乐

项目也极其少的时候，音乐作为文艺的

一种，是非常主流的放松休闲方式，而

且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比文字更能表意传

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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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更容易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是

为什么，大部分人看过某个电影后就不想看

第二次了，而“音乐”，他们却会“一遍又

一遍”地听，甚至听“很久很久”。

音乐可以引发各种“思考”，客观世界

中成千上万种“物体”可以发出成千上万种

“声音”，当然这些物体是与我们的“切身

利益”和“安全”紧密相关的，特别是那些

“物体”的各种“声音”与“危害和利益”

等联系到了一起，而我们的“喜怒哀乐”又

是与事物对我们的“危害和利益”相关联

的，所以当我们听到类似的“声音”时，就

会产生“情绪”上的变化以及身临其境的感觉。

既然“音乐”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情绪”和“思考”各种事情，那么我们

自然会喜欢它。对“电影”来讲，人们更多的是看“情节”，最多是吸取里面

的“经验”，一旦看过一般不会有兴趣看第二遍了；而“音乐”，人们是要通

过它来感受各种“情绪”或“思考”各种“问题”，所以即使“反复”地“倾

听”，也不会产生厌烦的感觉。

享受音乐

知识放大镜

人们喜欢音乐的理论说法

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有引导它们存在的东西，专业上简称为“导存”，人

类的“思想意识”属于“二次导存”（也就是第二次引导事物存在的东西），

人类的“情感”又是“二次导存”中的“特级指示”，它来引导我们朝着“可

以更好存在”的方向发展，而“音乐”可以给予人们各种“特级指示”的“重

现”，并且能帮助人们思考问题，于是出现了“正向特示”（正方向的特级指

示，就是喜欢和乐趣等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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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悲伤、烦恼时最喜欢听一些伤感的音乐，从而扩大自己相对应的情

感，而这些情感又会产生一些解决问题的动力，甚至能解决相对应的问题。

当人们思绪凌乱、烦躁不安时就喜欢听一些平静的轻音乐，从而引发各种

“平静”和“调理顺畅”的感觉和情绪，使心情和思绪平静下来，从而有利于

理智地解决问题和保持心理的健康。

人们在愉快、有激情的时候，会喜欢听一些欢快的、动感的音乐。从而让

内心激情澎湃的情感觉宣泄出来。

当然，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些比较另类的音乐，是喜欢思考一些奇怪或者特

别事物的人爱听的，也许他们只有在这些另类的音乐中才能找到共鸣吧！

而各种电影、电视剧配上相对应的音乐，更能创造出各种相对应的情绪氛

围，也会让我们看起来更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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