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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是把历史上的音乐现象以及与音乐有关联的诸事实进行历史性研究、阐

述与领会理解的学问。 音乐史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

作品、事件、人物和与音乐有关的人类的各种活动事实的总体，从中进行科学总结

和归纳。 音乐既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也瞬间即逝，除了有记载的史料外，许多具

体的音乐现象是不可能进行验证的，所以，音乐史的研究有着与其他艺术所不同的

特殊性。

"中国音乐史"是一门专门阐述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的学科，是高等音乐、艺术院

校和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学科课程课之一。

《中国音乐通史概述》是为音乐院校学生学习"中国音乐史"基础理论课而写的

一本通史教材。 作为一本音乐史教科书，它所包罗的范围应当非常广泛。 大家都知道，

音乐的历史应包括音乐创作、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家、乐器、 乐律学、音乐文

献、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各民族的音乐历史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等多方面。

考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学时，要想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具体饥主起来也是很困难

的。 因此本教材把重点放到了部分能够代表中国音乐的音乐创作和重要的音乐事件及

音乐家等方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本教材采用断代体编写。 考虑到-些音乐历史事件需要集中叙述，故把其产生阶段

放到最显著的时期集中叙述。 如中国民族乐器一一"琵琶" 一并放到中古时期的隋唐作

介绍;再如中国的"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在知主其起源时并没有放到以(忧相篇》

为标志的春秋、战国时代和汉代"角抵戏"时机主，而是放到了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近古时

期(即宋、元、明、清时期)集中叙述。 还有一些类似问题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关于中国音乐史的"断代"问题 目前还是千很复杂的学术问题。 本教材采取目

前比较通用的"断代"方法，把中国古代(远古 - 1840 )音乐作为上编，把中国近代( 1840 -

1919 )、现代( 1919 - 1949 )、当代( 1949 - 1990 ) 音乐作为下编共 2 编 6 章来讲述，

即把古代作为上编，近代、现代、当代作为下编，古代社会中的原始社会、先秦为第一章

(&P上市音乐) ;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为第二章 (&P中古音乐);宋、元、明、

清为第三章 (&P近古音乐);近代为第四章;现代为第五章;当代为第六章来分别叙述。

前

言



"中同古代音乐"约占文字叙述总比例的 47% ， "中 115:1近 、现代音乐"约占 26% ，

"中国当代音乐"占 27%。

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 ， 笔者深感我|叫音乐的历史如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 ， 内

容浩瀚而又是那样的博大精深，用这样一本小册子来穿到主我国近 8000 年音乐发展的

历史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古代音乐如同中间古老的文化一样 ， 源远流长 ， 博大精深，

古代历史文献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资料，从中我们得以了解中华悠久的音乐

文化。

自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新音乐"运动，把中 |玛音乐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许

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直到今天仍在传唱，面对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和作品，在选择的过程

中真是难以取舍 ; 考虑到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将来所从事的教学和内容，本教程把"当

代中国音乐史" ( 1949 - 1990 )编人。 当代的著名音乐家数量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浩如烟海，因此， 在史料的选择等方丽还存有一定的|利雅， it多音乐作llb尚未经过历

史的筛选，更是难以取舍。 加上本人的水平有限，近现代和当代的音乐史也只是对其

进行一般的才财主而己，没有对其进行论述。 限于篇幅 ， 当代著名的音乐家也无法用这

样一本容量极小的小册子一一列出，深感挂一漏万 ， 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如果本书

2 能对中国音乐的历史有一个粗略的叙述，或本教材能给学习者一个中国音乐史的学习

目录或大概线索，本人编写的目的和期望也就达到了。

近年来，关于中国音乐史的出版物越来越多，为中同音乐史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了

大量可供参考的信息和资料。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力图把有关信息和科研成果引人，

特别是中国古代音乐部分，由于有一部分史实只有记载和出土文物，而无乐谱和音响

资料作参考，所以用图片来说明当时音乐发展的情况可能比只用语言来叙述更为直观

一些，因此，在书中引人了一定数量的图片和谱例，力图使学习者能得到一个直观的

印象。

本教材也适合专业程度和一般音乐学爱好者使用 、 阅读和参考。

由于本人学识浅短，在资料的选择、引证、论述以及文字的修饰等诸方用定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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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大致是:

有很多缺点和失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于沈阳音乐学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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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夏、商、周、春秋、战固，远古~前 221)

第一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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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人类发源地之…1 同时也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

问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大致经历了几十万年"原始公社"的生活，经历了原始"母系

民族公社"和"父系民族公社"的生措，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和陶土文化等时代。经

过千万个春夏秋冬的运转，千万个春华秋实的循环往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共同生息与

繁衍、共同劳动的同时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也创造了音乐。

按照考古学家对历史的划分，原始社会的时间概念应是距今 300 万年'"'-'4000 年之

间，其历史是相当漫长的。就黯小世界而言，人类第一件乐器的出现，实际就是人类在

征服自然和为自身生存的同时所创造的审美物的第→次体现，也是人类把乐器作为静的

象征，通过功利主义的行为来达到其自我肯定的日的。与此同时，类的形式和内容也就

随之出现，这也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敢要标志。纵观原始社会音乐的发展历史，我们

不仅能够看到我们的相先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创造了音乐的历史，同时也能从中看

到人类从无阶级的野蛮时代逐渐步入有阶级文明时代的历史。

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可考的历史，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可迫溯到 8000 年前，

甚至三更为久远。早在原始社会，音乐就已萌发，可以说音乐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并

伴随着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的不断发展而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晰提高，人类的音乐

思维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当我们的祖先逐渐摆脱了"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后，音乐

更作为一种"社会斟只形态"进入人类的历史，在两个阶?那忧中逐渐发展。



新石器时代后期，一些生产工具和生陆用具逐渐演变成人们进行娱乐的乐器。

1986-1987 年在闽南舞阳贺湖村所出士的骨筒，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中国音乐在近

8000 年前时的发达情况;浙江"间姆踱文化通址"和西安"半坡文化遗址"陶琐的发

现，更向我们展示了迄今 6000 多年前中国音乐发展的商度;而勇γ‘如火烈烈"的远古

"乐舞"则向找们说明了我们祖先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里所产生的宗教信仰和他们

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祈求。

我国原始公社的解体是从夏的建立开始的，但这一时期只是向奴隶制国家过班的时

代。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夏历"也随之出现。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经过长期

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对天文、历法知识逐渐积祟的结果。关于夏代的音乐目前所知的主要

是"三里头文化气从这里出土的夏代乐器有石磐、陶损、陶铃等。这些乐器制作工艺

比较粗糙，种类也不多。

传说中的"夏铸九鼎"说明夏代已经有了青铜冶炼技术。大约到公元前 1600 年左

右，商族逐渐强大，并灭掉"I娘建立了商朝。约到公元前 1300 年，盘庚即位，迁都到

股，商代进入到比较稳定的时期，中国奴隶社会正式形成并向其鼎盛时代发展。从生产

方式来看，商时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由于制范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各种青铜乐器也

相继出现。更值得→提的是公元 1898"" 1899 年在向南安阳小"4!:(即盘庚时代国都)出

土了大f慧的兽骨和龟甲， .t面刻着许多古老的文字，据考证这些大多是"占卡"的文辞，

也就是我们后世所称的"甲骨文"。由于申骨文的出现以及对甲骨文的研究，为我们了

解商代历史及其音乐提供了可靠实证。

周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由蝴蝶不断走向衰亡的时代，音乐到这时已成为奴隶主阶级进

行统治的工具，其特点是等级森严。在黄帝时代蛋周初所出现的为各代所制的乐舞到周

时已被通称为听代乐舞" (或吹乐")。乐辉也由原来的崇拜"图腾飞歌颂祖先耐史变

为作为宴会和祭祀活动的形式，加上在用乐上采用了戒严的等级制度，出现了僵化、静止

的局面。但是商、周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奴隶制国家中最酬的文明大国，不仅

生产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音乐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六代乐舞"的出现及其

使用，各种新的乐器的出现和乐律学等方阔的成就，以及两代音乐机构的设置，音乐教

育事业的兴办等等，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中罔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奴隶社会急通地向封建社会转变，先进的思想、先进的

生产技术为音乐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诗》中的民歌抒发着人民真挚的感情并焕发

出青春的活力; {楚声》又以那浪漫主义的旋律向我们展现了南中国音乐发展的水平，

这些音乐文化在人民的劳动、生活和斗争中发挥了战中隘的作用。古琴等丝弦乐器的出

现也为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增添了览加绚丽的色彩。在音乐思想上、学术上的

百家争鸣，为奴隶制的没落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大瑞舆论，并为中国儒家及各家的音

乐英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阵地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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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起源和先秦乐律学

音乐的起源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了世界，同时也创造了包括音乐在内的人类艺术文

化。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文物证明，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早在 8 000 年前的原始
社会，就巳经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开辟了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长闷。

从进化论角度来看，首先是劳动的进行、语言的出现和人类大脑的发达，奠定了音

乐产生的刷出和条件，同时也赋予了音乐的表现内容。在远古社会巾，人类的劳动是以

学会制造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劳动只能以集体劳动为主。

为了在劳动中相互协同动作，减轻疲劳，所以在劳动中出现了有节奏的呼声，这是原始

音乐发端的最初萌芽。对于这种现象，古人也曾有所观察，例如我回四汉时期的思想家、

文学家刘安(公元 122 年卒)在《淮南子·道削I\}中曾举例说:

第二节

5 

今犬举大本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萤劝力之歌也。

这样，协同劳动的节奏、劳动呼声、人们模仿"山林溪水"和鸟酶的叫卢便形成了

音乐最视的节奏和音调，人们对劳动动作与野兽姿态的模仿便形成了伴随音乐进行的最

初的舞蹈姿式。所以，在远古社会中，诗歌、音乐、舞蹈这三者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

离的，音乐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我国古代文献中常把音乐写作"乐舞"就是这个涌现。

不仅如此，音乐与舞蹈还可以说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延伸。从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乐器来

看，应该说伴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商，某些劳动工具的发现和部分生活用具也给我们

的祖先以某幌启发，茶壶可以说某些好动工具本身就是乐器的前身。当然，这幌生产工

具相应地来说具有多种功能，特别是在石(骨)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陶制品在其过渡

期中产生。陶器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人工合成的材料制作而成的生产工具或

生指用具。陶本身就是一种制造物，它使人类在充分发挥其高级动物的创班才能方面有

了比任何天然材料更为理想的材料支撑。损就是人类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件具有世

界意义的乐器。

其次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和人类思想感情的变化对音乐的起源起到了事商和奠

基的作用。这里，人类感情的变化为音乐起源所起的奠基作用是3?:关重要的。关于这一

点，我阔的历史文献也曾作过生功的记载:

情动于中，而竹子宫，宫之不足，故唆叹之;吸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路之也。①

这姐姐的几句便向我们揭示了音乐起源于人类思想感情的变化。不仅我国学者这样

① 《诗序》一一《毛诗序》的简称，文字见于《毛诗正义} (仅毛亨传、东议郑玄缆、庸孔颖达疏) , 

毛亨(生卒年不详)， &经学家，鲁人。本引文据《十二经注脚〉本《毛诗正义》。



论述，连外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和发现:

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在高兴或惊讶时所发出的声音具有从C 羔G ，甚至

从C 至 C 的音程起伏。①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音乐是人类所特有的→种用以表达和交流情感的重耍工具。

尽管它在起源阶段尚处于十分幼稚的状态，但这是人类在使自己和种族能够得到生存、

延续的生产中孕育出来的一种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的形式，这种形式为人类的生活增

添了色彩，并使它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成为一种用语育和文字难以表达的感情抒

发形式。

关于音乐起源的说法，由于意识形态等方丽的不间，世界上还有"异性求爱说" (达

尔文)、"语言扬抑说" (卢梭、斯宾塞)、"摹仿自然说" (克罗威斯特)、"信号说" (修顿

普佛)和"巫术起源说" (孔百流)等多种说法。这些说:去虽然具有→定的合理因素，但

都只看到了一些有关音乐起源的现象，关于音乐起源本质的东西还是没有说清。

从本质上看，音乐是从人类的"两大生产"中孕育产生。从现象上肴"摹仿说"、

"语言说"、"宗教说"等也应该说是从人类的两明基本生产活动中孕育出来的。其中"摹

仿说"可以认为是音乐和其他艺术起源一个非常蘸耍的组成部分。翻方的内涵，就其本

质来说是人类对叶种正确观念的认识和解释。正是由于摹仿，才使得艺术家创造好的艺术

品成为可能。

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歌曲，是后人为之起名的《涂山氏妾歌》。传说大禹巡行到南

方的涂山时，涂山玉的女儿爱上了他，但不知什么原因大禹却冷落了她。除山王之女没

有放弃对大禹的爱，命自己的侍妾在涂山的雨田等候大禹归来，侍妾久等大禹不见归来，

使唱了一首歌…一"候人兮椅"。

这是一首只有四个字的歌曲，其中前两个字一一"候人"是具有意义的，后两个字

"兮猜"是由感而生的叹语。前两个字是歌的慕础，怕我们更应该往意的则是脑两个表达
情感的慨叹字…一"兮猜"。 正是这慨叹之声，使之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音乐长阔的

源头组成部分。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停留在这只有四个字的音乐的水平钱

上，他们翻动着历史长阔的浪花，为音乐的发展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果越春秋》中
还记载了→首据说是黄帝时代的乐舞歌词一一《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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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竹续竹，飞土追究(肉)。

《弹歌》虽然在字数上只比《涂山民妾歌》增加了一倍，但其含义却更为深远。这

八个字，精炼、生动而又朴实无华。这简单而又复杂的八个字，给我们勾画出下而这样

一个动人的场面:

→天的劳作结束了，叫·群黯悍的男子向围坐在篝火旁的男女老幼们再现了他们白天

①日·属启成·音乐史谛.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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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狗猎时的情景。他们砍晰竹子，把竹子做成了弓，并从用兽皮缝制的口袋里掏出早已

用说作好的弹丸去边打鸟兽。

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这种场而吁以说是雄壮的，它意味着人类已经开始

向着文明的阶梯迈进，而音乐在这里正是我们后世艺术的奠基和先驱。

当然，这些都只是后来文献上记载的有关音乐起源阶段的记载。从时间上看，黄帝
时代的《弹歌》应比大禹时代的《涂山氏盏歌》更为早些，由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无

法寻找，我们只能通过这些记载和传说来认识和理解中国音乐在起源阶段的情况，尽管
如此，这些记载和传说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7 

先秦乐律学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音乐出现那天起，音阶就已经出现，并伴随着音乐的发展而

发展。当然，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音乐也只是伴随人们生产和生活
的一种无意识活动，因此，音阶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但舞阳骨笛的音阶所揭示的应该

说是音阶历史和乐器历史上的一个谜。在约 8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不仅在乐器制造方

酣有了非常先进的技术和成就，而且在音阶概念上已经达到了我们所知的距今 3 000 多

年时的发展水平，不能不令人迷惑。如果不把舞阳骨筒的音阶成就算在内，就是后来我

国在音阶上的成就，也应是当时世界最发达和先进的。关于这→点，连欧洲的音乐界也

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古人为我们现在的音乐奠下了翻出，在避远的太齿，中国人已
经运用了音响学的方法制定了至今犹存的乐制，他们发现了五个音阶 so、 la、 do、 ra、

ml，这是以 do 音开始，用五度相生法得出来的。根据这种五音音阶作成的曲调不计其

数，有些甚至于是在七音的乐制被发现后做成的。……西方所用的七音音阶，也是中国

人约在耶稣纪年前 1500 年制定的。"①
那么"五音"、"七声飞"十二律"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我们从损的发展过程中可

以作出一个大概推算，倪还是不能作出十分肯定的结论。舞阳骨髓的发现更为我们研究

我国音阶的形成提出了难解的谜。

关于音阶和十二律这样一套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究竟产生于何时?曾有人作过

"五音"产生在商以前、"七声"和"十二律"产生在周的结论。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

看，如果先不把舞阳骨筒的音阶算在内，也很难确定说在四周成更早的商代就已产生，

只能别断当时只是视具规模，是后人逐渐使之超于完整化的。

后世文献一般认为"商以前f恤旦有2五i音"飞，窒周代始有

了周代末年，我国就已经有了七声音阶和十二律了。(国语·周语〉中记载了公元前 6世

纪时，周景玉(公元前 544 年~公元前 522 年在位)向伶训胸问乐的故事，大意是:周最

玉问其手下的乐官伶洲姆十二律是什么，伶洲姆就把黄钟、大吕、太旗、夹钟、姑洗、

仲吕、蒋宾、林钟、夷则、南日、无射、应钟等十二律名完全列举了出来。景玉还问七

音是什么，伶洲姆便把宫、商、角、微、利、变宫、变微七个音阶名列举了出来。这虽

2. 

①卡尔·菇犬.四洋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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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种记载，倪却向我们说明了中国青阶发展的历史线索。

在中国，五声音阶从古至今一直都占有非常盟耍的地位。郑国的子产曾说"为九

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①可见在当时五声音阶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七声
音阶则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古代用"宫、商、角、微、羽"作为音阶中各谐的阶名，用

"变"来表示低半音，用"情"来表示商半音。在古代的五声音阶中"常用‘变宫'、‘变

微'两个裔作为衬托戚丰富1i声之用"②。
音阶在我国后来的历史中发生了重要的变迁，也就是随着七声音阶的出现，牵涉到

音乐史和民族调式研究工作中经常遇到新、旧音阶问题:

旧音阶:宫商角变微微羽变宫宵

现代唱名 2 3 #4 5 6 7 

新音阶:宵商角清角徽凋变宫宫

现代唱名 2 3 4 5 6 7 . 1 

在十二律中，一~般说来个体就是一个半音。我国古代的十二律，至少可以说在

明末以前的十二律，虽然每一个律就是一个半音，恨这些半音也都还是不准确的。

在我国古代的十二个半音中，单数的半音和双数的半音有着不阔的名称:六个且在数

的半音被称为"六律"六个双数的半音被称为"六同"成"六吕"把"六律"和"六

日"合起来，就是十二律，我们也可称之为"律吕"。见下图:

8 六 律

黄大太夹姑仲藉林夷南无应

钟目簇钟洗日宾钟则日射钟

六同成六日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黄钟"、"大日"等是古代中回十二律的名称，以黄钟为第

一律。为区分不同的背域，所以在律名前面冠以"消"字，如"黄钟"商八度的律，称

"请黄钟"。
1i声、七声音阶，都以官为"主音" (在我国古籍中"主音"称之为"调首" )，并

被分别称之为"五声宫调式"、"七声宫调式"。这种七声宵调式和我们今天的大音阶不
一样，它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旧音阶，所以，这种七声音阶也被称之为"雅乐宵调式"

在今日的戏曲音乐和民歌中还能常见到这种调式。
十三律中的每一个律都可以轮流作为宵音，这在我罔古籍上被称之为"旋相为宫"

或"旋宵"。而音阶中的各音(这盟主要指五声音阶)又可以轮流作为主音来构成各种

①《左传》。

②缪天瑞·律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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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式。例如，以常音为主音，构成宫调式;以剧音为主音，构成羽调式，其余以此类推。

二三分损益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回社会急剧地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动蔼时代，社会面

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我，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是我国古代

思想史上空前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而理性主义是这叫时期总的倾向和总的思潮。

学术上的百家峰起，诸子争鸣，为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齐桓公

时的相…一管仲在其著作《管子·地员篇》中对乐律学提出了"三分损益"的理论，就

是中罔最早的律学理论。

《管子·地员篇》是一篇专门研究土壤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管仲提出了有关

音律与农业生产等相关联的论点，并把音的高度和井的深度及植物生长这三者相联系。

同时还把宫、陶、角、微、羽等由低到高的J系列音与家富的鸣声相比拟。其理论和具

体算式如下:

3. 

凡听徽，如负系，觉而骇;凡听羽，如马鸣在野i 凡听宫，如牛呜(窑)

中;凡听商，如离群之羊;凡听角，如雄登木以鸣，音疾以清。

凡将起1i..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

以成宫。三分以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徽。不元有五分而去其来， i主足，以

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五分去其乘，边足，以是成角。
9 

《管子·地员篇》提出的"三分损益"的意思是把一个音律管分成三份"损"是

"减" (即从三份中减少一份)，而"益"则是"增" (即再加三分之一)，就是说以一根一

定长度的发音管为准，把它喊掉三分之一长，就形成了下一个律管，再把这个新律管加

上其自身的二二分之一长，便又产生出一个新的律管来。这样延续的一损一益，使产生出

十三律。根据上述理论而得出的算式，应为:

算式

81 xf 3= 108 
72 xf 3= 96 
1 x(3)4 = 81 
108 x% = 72 

96 x% = 64 

所舍的音

微

观

宵

商

角

计算先后程序
(2) . 

(4) 
(1) 
(3 ) 

(5) 

它们的实际比数是:

微凋官商角

108 96 81 72 64 

记载中，管仲实际只相生出了1r、商、角、徽、羽五个音。继管仲之后， {吕民春

秋》的"音律臂'在管仲1i音的翻出上又继续相生了 11 次，也就是相生到"清黄钟"使



十二律的相生得到完成。但当相坐到第 11 次(即到十二律)后的"请黄钟"时"清黄

钟"不能回到原出发律上，使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此脆的

近 2000 年中，我国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七对这一律学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三分损

蔬法"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将在不同时期进行介绍。

十二律的音高和各律之间的音程关系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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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T

十二律的青商顺序是:

"三分损益沽"每制出新的律管与原律臂的音高都是上方五度，再下方四度，义上

方五度，再r方四度......的关系，但需要再按音商次序调整排列，才能得出十二律，所

以它又叫"五度相生律"亦有称之为"五度相生怯飞《管子·地回篇》中的相佳方法

是先"益"后"损"。

"三分损益法"理论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的"十二律"的理论，比古希腊哲学家、数

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律制"①要早一个世纪左右。

。
U

l 

第三节远古和先臻乐舞

原始社会的音乐是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起的。大概到了和平安定的

"神农氏"时代，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音乐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对

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葛天民部蓓的乐舞中窥见一斑。但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毕

竟是十分低下的，正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所以这一时期的音

乐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祖先的原始信仰。他们的这种信仰又往往具体表现在他们

①管仲与毕达哥拉斯的体制均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律制，虽然对律制解辖的角度不间，但从生卒

年月来看，管仲(?-前 645 年)比毕达哥拉斯(前 580~前 501 年)歪少取 10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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