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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概摇 述

从广义上来讲，音乐就是任何一种艺术的、令人愉快的、神

圣的或其他什么方式排列起来的声音。所谓的音乐的定义仍存

在着激烈的争议，但通常可以解释为一系列对于有声、无声具有

时间性的组织，并含有不同音阶的节奏、旋律及和声。

《词典》上的定义是，用有组织的乐音来表达人们思想感

情、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部门。

在所有的艺术类型中，比较而言，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

音乐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来体验，最传统的一种是到现场听

音乐家的表演。现场音乐也能够由无线电和电视来播放，这种

方式接近于听录音带或看音乐录像。有些时候现场表演也会混

合一些事先做好的录音，如 阅允 用唱片做出的摩擦声。当然，也

可以制作自己的音乐，通过歌唱，玩乐器或不太严密的作曲。

甚至耳聋的人也能够通过感觉自己身体的震动来体验音

乐，最著名失聪音乐家的例子便是贝多芬，其绝大部分著名的作

品都是在他完全丧失听力后创作的。

人们想学习音乐的时候会去上音乐课。音乐学是一个历史

的科学的研究音乐的广阔领域，其中包括音乐理论和音乐史。

音乐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各文化也都有其独特的音乐系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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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以该领域为讨论对象的学科。

音乐基本要素：音乐的基本要素是指构成音乐的各种元素，

包括音的高低，音的长短，音的强弱和音色。由这些基本要素相

互结合，形成音乐的常用的“形式要素”，例如：节奏，曲调，和

声，以及力度，速度，调式，曲式，织体等。构成音乐家的形式要

素，就是音乐的表现手段。音乐的最基本要素是节奏和旋律。

节奏：音乐的节奏是指音乐运动中音的长短和强弱。音乐

的节奏常被比喻为音乐的骨架。节拍是音乐中的重拍和弱拍周

期性地、有规律地重复进行。我国传统音乐称节拍为“板眼”，

“板”相当于强拍；“眼”相当于次强拍（中眼）或弱拍。

曲调：曲调也称旋律。高低起伏的乐音按一定的节奏有秩

序地横向组织起来，就形成曲调。曲调是完整的音乐形式中最

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曲调的进行方向是变幻无穷的，基本的

进行方向有三种：“水平进行”、“上行”和“下行”。相同音的进

行方向称水平进行；由低音向高音方向进行称上行；由高音向低

音方向进行称下行。曲调的常见进行方式有：“同音反复”、“级

进”和“跳进”。依音阶的相邻音进行称为级进，三度的跳进称

小跳，四度和四度以上的跳进称大跳。

和声：和声包括“和弦”及“和声进行”。和弦通常是由三个

或三个以上的乐音按一定的法则纵向（同时）重叠而形成的音

响组合。和弦的横向组织就是和声进行。和声有明显的浓、淡、

厚、薄的色彩作用；还有构成分句、分乐段和终止乐曲的作用。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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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音乐中音的强弱程度。

速度：音乐进行的快慢。

调式：音乐中使用的音按一定的关系连接起来，这些音以一

个音为中心（主音）构成一个体系，就叫调式。如大调式、小调

式、我国的五声调式等。调式中的各音，从主音开始自低到高排

列起来即构成音阶。

曲式：音乐的横向组织结构。

织体：多声音乐作品中各声部的组合形态（包括纵向结合

和横向结合关系）。

旋律：声音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有组织、有节奏的和谐运

动。旋律是乐曲的基础，乐曲的思想感情都是通过它表现出

来的。

音乐是一种符号，声音符号，表达人的所思所想。是人们思

想的载体之一。音乐是有目的的，是有内涵的，其中隐含了作者

的生活体验，思想情怀。音乐从声波上分析它介于噪声和频率

不变的纯音之间，从效果上讲它可以带给人美的享受和表达人

的情感。

音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通过音乐人们可以互相交流

情感和生活体验。这在歌曲中这种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

中国音乐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员怨

世纪中叶之前，经历了远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数千年的漫长

岁月，以其多姿多彩的品种和内涵丰富的独特体系闻名于世。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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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上将它称为中国音乐的“古代期”或“传统期”。员愿源园

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以中西方文化长期、广

泛交流为大背景的这个新时代，为新兴音乐的产生提供了多方

面的社会历史因素。于是，一种依照西方专业音乐的观念、体

裁、技法创作的新音乐，以迅猛之势获得长足的发展，并很快汇

入新文化的浪潮之中。为了与古代音乐相区别，人们很自然地

将它称为中国音乐的“现代期”或“新音乐期”。虽然，历史上每

一个朝代的音乐都有“古、今”之分，但一百余年以来所酿成的

“新（今）乐”，由于发生在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又由于

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已经同历史上任何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意

义不同，所以，它向来被当做一个单独的领域，称“中国近现代

音乐”或“中国新音乐”。本篇的第一部分，我们将重点讲述中

国古代音乐，第二、三部分分别介绍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民歌、器

乐诸门类，第四部分讲 圆园 世纪新音乐，由此，读者可以对中国音

乐右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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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 灿烂悠久的古代音乐

古人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吕氏春秋·大乐》）过

去，我们常常把它当成古代先哲们的一句感叹语，以为他们只是

在发思古之幽情而已。然而，随着 圆园 世纪科学考古的一系列新

发现，人们对这句箴言般的断语有了日益深刻的理解。事实上，

中国音乐的历史渊源，不是三千年或五千年，而是八、九千年或

更为遥远。八、九千年以来，中国音乐同中国文化一样，从未中

断过，这在世界古老文明中是很少见的。

任何民族音乐文化的形成、发展都是依附在它的社会、经

济、文化整体之上的。因此，中国古代音乐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

（公元前 圆员 世纪前）、奴隶社会（公元前 圆员 世纪 耀前 源苑缘 年）及

封建社会（公元前 源苑缘 年 耀 员愿源园 年）这三个时代。针对这三个

时代，音乐史学界又有多种分期方法。其中，有再划分为六个历

史段落的，即远古（前 圆员 世纪之前，原始社会）；三代（夏、商、西

周至春秋，奴隶社会）；战国及秦、汉（封建社会前期）；三国、两

晋、南北朝、隋、唐（封建社会中期）；宋、元；明、清（封建社会后

期）。也有依照音乐形态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即以钟磬

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汉、唐）

和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宋、元、明、清）。概括地说，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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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中国古代音乐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大时期。我们姑

且用这一分期方法分别论述。

第一节摇 上古音乐

一、黄帝时代的音乐

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中国音乐的起源传说一直可以追溯

到黄帝时代。这些传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某一部落

如朱襄氏、阴康氏、葛天氏、伊耆氏等氏族部落名义下的音乐；另

一类则将中国音乐的发生、缘起均归附于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如

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这一时代音乐的总特征

是诗、舞、乐三位一体，统称为“乐”。如相传尧、舜时代的“以麋

辂冒缶而鼓之……，以致舞百兽”（《吕氏春秋·古乐篇》）和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等，它描述了先民们一

边敲击土鼓、石磬，一边模仿各种兽类动作的欢歌场面。又如所

谓“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日《载民》；

二日《玄鸟》；三日《遂草木》；四日《奋五谷》；五日《敬天常》；六

日《达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总禽兽之极》。”更是一幅进

入农耕时代的古人们庆祝丰收的生动场景。再如“朱襄氏之

乐”，《吕氏春秋·仲夏季·古乐篇》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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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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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它无形之中把古代乐器“瑟”的最早

出现与这一部落的活动联系起来。在这类传说中，还涉及其他

一些乐器，诸如鼓、磬、钟、箫、管、篪、笙、琴等，从本世纪发掘的

大量古文化遗存中的原始乐器来看，它们出现的可能性有许多

已经得到证实。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种音乐体裁就是“六代乐舞”。即自

黄帝时代开始到周代，每一代都曾有过一部歌颂帝王功德的大

型乐舞。它们分别为：《云门》《咸池》《九韶》《大夏》《大濩》及

《大武》等。这些原始乐舞，场面宏大，具有史诗性质。如《大

夏》以颂扬夏禹治水为主题，共由九个段落组成，并用“龠”伴

奏，因此，又称《夏龠》。又如《大武》，据传是为了庆祝周武王伐

纣成功和赞美周、召二公在治理周朝方面的巨大功业而产生的。

它们对于巩固各朝代的统治，美化帝王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成为上古时代中国音乐最高水准的体现。如《韶》乐，生活于

春秋时代的吴公子季扎和孔子等都欣赏过并给予高度评价。孔

子在齐国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经历和“尽善尽美”的赞

语，一直传诵至今。

二、从骨笛到雅俗

与上述文献记载的历史资料相比，圆园 世纪陆续出土的大量

音乐文物，让人们更真实、具体地感受到了远古中国音乐文化的

无比辉煌和多姿多彩。例如，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在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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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舞阳贾湖村一片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发掘出 圆缘 支随葬

“骨笛”。据考古学界判定，其年代最早的距今约有 怨 园园园 年，最

晚的也有 苑 愿园园 年左右。它们一律用鹤尺骨制成，每支笛开孔

（按指孔、吹孔）数量不一，但大多数为规格相同的七孔。更让

人惊异的是，当音乐学家运用闪光频谱测音仪，选择了其中较为

完好的一支吹奏音阶时，它所发出的音是一个很完整的七声音

列。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八、九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

经对音高的准确度有了某种要求，对音阶中各音之间的关系也

具备了一定的知识。以往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音乐以五声音阶

为主，是音阶形态不完备的体现。舞阳骨笛的发现和测音，证明

多于五声的音阶在中国发生得很早，后世音乐中广泛使用五声

音阶，不过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的结果。这批骨笛是迄今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乐器，它们的出现，将中国音乐的历史，

又推展到八、九千年以前。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始乐器是

陶埙。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以来，先后在陕西西安半坡、山西万荣县

荆村、太原义井及山东潍坊等新石器遗址，发现了多个陶埙，它

们大都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呈卵形，开一或二吹孔，可以吹奏

出符合音律的不同音高。

员怨苑愿 年 缘 月，在湖北随州擂鼓墩一次建筑施工中，埋藏在

地下 圆源园园 余年（公元前 源猿猿 年）的“曾侯乙”墓中的 员圆源 件乐器

重见天日。它是 圆园 世纪中国音乐考古的一次最伟大的发现。

特别是其中的一套包括了大小 远源 件青铜编钟，不仅数量多，制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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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精美，而且，钟体上的 圆愿园园 个铭文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中国古

代音乐信息，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全套编钟共 远源 件（钮钟 员怨

件，甬钟 源缘 件），加上一件楚王赠送的!钟，共 远缘 件。全部钟置

于钟架上。钟架为三层，高三米。由六个青铜佩剑武士，以头和

双臂承顶横梁。乐钟分八组，呈一字图形排列。最大的甬钟通

高 员缘猿援 源 厘米，重达 圆园猿 公斤。全套钟的总重量为 缘员猿源 斤。更

值得注意的是，每件甬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能发出两个相

差三度（多数是小三度）的音，并在相应的部位镌刻着所发音高

的音级名。在此之前，有关“一钟双音”的现象，虽然已经为音

乐学家发现，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曾侯乙编钟铭文以确

凿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古代乐人、工匠们的杰出创造。由于“一

钟双音”，全套编钟的音域大大扩展，从低到高共 缘 个八度又一

个大二度（悦 原 葬源），仅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各少一个八度。

而且，它的基调也与钢琴的调高（糟大调）基本相同，其中间部分

的三个八度十二音齐备。它再一次证明了在公元前五世纪前

后，我们的祖先在听觉生理的健全、音高标准的选定和音乐思维

的成熟方面，竟已经达到了十分先进的水平。经文字学家和音

乐史学家的研究，编钟上的 圆愿园园 余字的错金铭文，详实地记录

了当时楚、齐、晋、周、申与曾国使用的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

的对照参见情况，成为一部科学的理论价值很高的上古乐理书。

除编钟之外，墓内还有一套 猿圆 件的编磬及一批竹、丝、木、革、匏

类乐器如十弦琴、二十五弦瑟、鼓、篪、排箫、笙等，数量之巨、品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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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之多，为世人所罕见。被誉为“古代音乐的一座地下宫殿”或

“古代音乐的地下博物馆”。毫无疑问，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不

仅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巅峰，而且，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上

古时代中国音乐的历史。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的音乐现象是西周的极为繁盛的

宫廷雅乐。周朝是一个典型的奴隶制社会，为了巩固王权，统

治者将礼、乐、刑、政并举，并以“礼”为中心，构建自身的意识

形态。所以，自周公（姬旦，武王之弟）开始，为宫廷和贵族生

活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和与之相应的典礼音乐。由于这类音乐

全部使用于宫廷贵族阶层内，为了与民间俗乐相区别，故称

“雅乐”或“宫廷雅乐”。据《周礼》《仪礼》《礼记》的记载，在

西周、春秋时代的宫廷贵族礼仪生活中，与音乐相关的内容主

要有以下六类：一是郊社，即祭祀天地神明典礼中的用乐；二

是尝禘，即贵族祭祀祖先仪式中的用乐；三是食飨，即各种政

治、外交礼仪活动中的音乐，其中包括天子宴诸侯或诸侯相互

宴请、群臣欢宴、天子与群臣或诸侯与群臣欢宴等等宴礼中的

音乐；四是乡宴，即乡里中贵族、地主们欢宴仪式上的用乐，其

中包括贵族、官僚的定期宴会（乡饮酒）和他们比射集会（乡

射）时的用乐；五是王师大献，即庆祝战争胜利仪式中所使用

的音乐；六是行军田役，即为演练军事而进行的狩猎活动所使

用的音乐。上述各类宫廷典礼及其所用之乐在周代典籍文献

中均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除每种音乐的功能之外，它的规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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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乐器类别、排列组合、曲目及其顺序、演奏方式等也是等级

分明，十分严格。这也正是所谓礼乐的本质所在。与此相对

应，还有一套“乐悬”制度。即每一级的官位只能用某种数量、

形式的乐器编悬，如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

士“特悬”（《周礼·春官·大司乐》）。也就是在乐队排列和

规模方面，王列四面，诸侯列三面，卿大夫两面，士列一面。与

乐队相关的舞蹈队，也有“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

二”，即八佾、六佾、四佾、二佾的规定。为了行施以上宫廷礼

仪中的音乐演奏，周代宫廷雅乐人员常常达千人之数。它因

此成为这种音乐的一个极盛时代，也就当之无愧了。然而，雅

乐的兴起、繁盛，终归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随着周朝中央政

权的日益衰微而衰落。虽然，秦、汉以降历朝列代，都曾设有

宫廷雅乐，但已经不具备周“礼”的纯粹意义。它时而兴盛，时

而僵化，直至清末，终于在历史中完全消失了。

总之，中国上古时代的音乐，是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音乐

的源头。先民们在歌唱、歌舞、乐器、乐律、乐理等音乐文化的各

个领域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可贵的创造，使伟大的中华民族

的音乐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上古时代留下的极为宝贵的音

乐遗产，为后世音乐的弘扬、光大，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可以说，

没有上古的中国音乐，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音乐。它在中国音

乐的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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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摇 中古音乐

一、从乐府到吴楚声

秦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变。随着

奴隶制社会的消亡，先秦盛极一时的钟磬之乐也逐渐变成依稀

可闻的历史陈迹。而它在音乐文化领域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却

越过宫墙，为秦以后几个朝代音乐的变化发展拉开了序幕。从

公元前 猿 世纪到公元 员园 世纪，在 员圆园园 余年当中，由“相和歌”而

“清商乐”，由“清商乐”而“歌舞大曲”，中原音乐与四邻诸民

族、诸国家的“异域”之乐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交流、吸收、融合，

从而给华夏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宫

廷歌舞大曲以其辉煌的表演场面，庞大的编制，繁复的艺术结

构，为中国音乐史写下了新的篇章。

这一时期的前段（秦、汉、三国、两晋），首先应该提到的是

“乐府”及其从事的音乐活动。“乐府”始建于秦，后来在汉武帝

时代得到高度重视。它是统治者为了控制本朝音乐而设置的专

门机构。在汉武帝时期，乐府里集中了一千余名从各地调集的

民间音乐家，由他们分赴全国，采集不同地区、品种的民间音乐，

再作进一步的加工、创作，以供宫廷表演之用。诚如《汉书·礼

乐志》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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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

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在乐府的加工创作中，既

有使用于郊丘祭祀的《郊祀歌》，也有典礼音乐以外的大量其他

音乐，特别是对民间音乐的广泛吸收和利用。就此而言，乐府的

建立及其活动，对当时及以后的音乐文化的全面发展，发生了深

远的影响。公元前 苑 年，汉哀帝下令“罢乐府官”。他的目的是

想排除民间音乐在宫廷音乐中的影响并提高“雅乐”的地位。

但实际情况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乐府的名称虽然从此消失

了，却又有新的机构代替了它。更重要的是，民间音乐在宫廷中

仍然被广泛吸收。例如，到了东汉，宫廷中不仅有郊庙的“大予

乐”和飨射的“雅颂乐”，同时也有用于享宴的“黄门鼓吹”和用

于军中的“短箫铙歌”，其范围与原乐府的音乐几乎相同。所

以，“罢乐府”之令，既没有能够加强雅乐，也未中断它与民间音

乐的联系。

汉代宫廷音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音乐是“相和歌”，它

是汉代各种民间歌曲的总称。在民间，“相和歌”原本是无乐器

伴奏的徒歌，一人唱，几人和。后经乐府乐工的加工整理之后，

加入了琴、瑟、筝、琵琶、笛、笙、篪等丝竹乐器的伴奏，并由歌者

敲击板或节鼓掌握节奏。这就是史书中所谓“丝竹更相和，执

节者歌”。著名的相和歌作品如：“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

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该首歌曲

被认为是相和歌的正声，也是传于后世的最古的一首五言体乐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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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它的前三句是独唱，后三句当为三人和。相和歌的曲体结

构较为多样。它可以是仅有一个段落的单部性结构，当时称为

“解”。也可以是分段的多部性结构。这种相和歌后来发展成

为“相和大曲”，它前有引子意义的“艳”，后有终止性质的“趋”

或“乱”，形成了三段（部）式的大型曲体。同时，它还有自身的

“调”系统。即包括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和侧调。每一种调建

立在一个固定的音高上，并有自己的调式系统，平、清、瑟三调后

来被“清商乐”广泛采用，故又称为“清商三调”。

东晋政权向南方迁移时，也把北方的相和歌带到那里。为

了满足宫廷贵族的要求，相和歌逐渐与长江流域的吴声（即吴

歌）与西曲（即楚声）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这就是历史

上著名的“清商乐”，简称“清乐”。可见，清商乐是相和歌的继

承与发展。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相和歌较多吸收了北方的民间

音乐音调，而清商乐是以南方民间音调为主又吸收了相和歌而

形成的。宋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四十四中云：“清商乐，一

日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

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又据《魏书·乐志》云：

“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

……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两条文献将这种

音乐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它是中国古代南北方民间音乐适

应宫廷贵族的需要而完成的又一次融合。它的音乐风格更具南

方的地区特征，清婉、细腻、柔美，就像当时的南朝乐府《子夜四

·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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