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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九六二年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组接受音乐研究所的建议，委托我室编辑《全国音乐图书联

合目录》。在编辑过程中，我室得到了北京图书馆、各省市图书馆和各大专院校等图书馆的支持

和帮助。参加这一联合目录的共有三十七个馆，收录图书五千余种。目录稿于一九六五年基本

完成，后因十年动乱而不得不搁置起来，直到去年才开始进行最后的校订工作。

目录编纂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解放后更有了新的发展。全国规模的

各种专业图书联合目录，编辑出版了很多，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联合图书目录既是提供给一门学科研究工作者不可缺少的掌握和检索图书资料的工具，又是使

现有藏书得到充分利用的途径。这本音乐图书联合目录正是为了满足音乐工作的客观需要而编

辑的。它收录国内先秦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中国音乐图书，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最完备的书

目。由于成稿至今，相隔有十余年，它可能已不能准确反映各馆音乐藏书的实际情况，故在取

得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组同意后，改名算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一九四九)交付出版。书后附

录我所王世襄编：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1961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中的“待访部分力和“散佚部’

分力。“待访部分力中已访到的书目，移列在本书的“前期部分力。

．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这本书目无疑存在着一些问题、缺点和错误。就分类方面来说，

现在看来，虽然根据时期的不同，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法，以适应不同时期图书情况的特点，但

是在类雷设置上、体系上、‘逻辑关系土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深望音乐界的专家和本书

的使用者提出意见和指正，俾使本书目再版时，得以提高其质量。 、，

、参加本书目编辑工作的有冯增修、王世襄、何志洁、孟宪福等。初稿完成后，曲冯增修作

了统修；此次出版前又经孟宪福作了校订。 、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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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侧 说 明

一、分期与归期：，本书目分前期和后期两大部分，以辛亥革命为上、下限；前期部分从先

秦至一九一一，后期部分从一九一二至新中国成立前。后附书名索引，以备检索之用。

一书的归期，按照成书年代划分；成书在前期而在后期再版者，均列入前期。

二、收录范围与标准：各参加馆所藏存的自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有关音乐理论、典制，

历史、曲谱、史料的图书均予收录。古代音乐理论、典制部分多非专书而包含在史书、文集和

丛书之中。这类书，则只收其可以自成篇章的有关部分，在括号内注明所收篇章的篇名或卷数

于书名之后。这类书，犬多数图书馆均有收藏，而且版本较多，本书目只著录最常见的版本及

收藏者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的代号。’
、

有价值的抄本及油印本，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出版的油印本，都是很重要的珍贵资

料，本书目都按照正式图书收入。

歌曲、戏曲、说唱作品只限于有乐谱者，没有乐谱的歌词、戏文、唱本一律不收。

三、分类与著录：本书目按类目分，同类目中的图书，主要按编写年代先后排列，有时为

查找便利起见，或照顾册次的顺序将同一作者集中排列。一书包括若干篇，或丛书中包括若干

种，其各篇、各种不同类者，各入其类。一书可入两类者，两类内互见。

曲谱部分中，昆曲曲谱有的用戏名，有的用折名，各馆不统一。本书目一仍各馆原著录用

名，其用折名者，则尽量查明戏名以括号注于后。
、

．

著录项目包括条目编号、书名、册数(卷数)或篇名、作者、成书或出版年代(版次或版

本)、印本、谱别、出版者、藏馆代号等项。

四、版本序号与收藏馆代号：④、③⋯⋯系版本的顺序号。不同的版本或不同的版次均按

顺序一一著录。．加有牛号的版本，均在抗El、战争期间由当时国民党政府存放美国。收藏馆的代

号(请参阅本书目中各藏书馆代号表)则分别录于各版本号之后，表明某馆有某版本。多册(卷)

书，遇有某馆收藏不全者，于某馆代号后注明存K×册力。：

曲谱类中所注(减)、(工尺)、(线)、(简)、(音谱)等字样，均指乐谱的类别。“减力为减字

， 谱，“工尺力为工尺谱，“线力为五线谱，“简。为简谱，“音谱力为传统打击乐的音字谱。

五、待访与散佚部分因未见原书，只能依书名推测其内容，作简略的．类分，并只著录书

名、，作者及出处三项。． ，， 、．

六、书名索引采用汉语拼音检索法，分为检索代号、书名和本书条目编号三项(详见索引

前之说明)。、



各藏，书馆代．．号表
^

代 号 ‘馆 名

1 ．北京图书馆

一
一

’|

2 一 -I科学院图书馆 ’‘

6 人民大学图书馆

7 北京大学图书馆

8 清华大学图书馆

9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1 首都图书馆 ⋯

140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191 ‘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 ．

",197 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

217 中国戏剧研究院图书馆①

218 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④

251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301 山东省图书馆

351 河南省图书馆

401 陕西省图书馆

‘421 甘肃省图书馆+

457 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

461 辽宁省图书馆

代 号 馆 名：◆。
、

_-

462 旅大市图书馆 。：’’+
● 一‘’ ●

492 吉林市图书馆‘’
1

541
一

上海图书馆 一、

●

596 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

651 南京图书馆

701 苏州市图书馆 ．

．721： 安徽省图书馆 ，

731 ．． +浙江省图书馆
’·

741 j症西省图书馆
：

781 湖北省图书馆

831 湖南省中山图书馆

851 四川省图书馆

852 重庆市图书馆、、

883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

891 贵州省图书馆 ．．
：+

911 福建省图书馆
‘-’，

931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

』

936 中山大学图书馆
●

①②现分别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图书馆和
音乐研究所图书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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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说明

≥j：‘目 。次

各藏书馆代号蓑．’⋯：⋯_二⋯⋯．．．．．．i⋯⋯，一⋯⋯⋯．．⋯⋯⋯⋯⋯⋯⋯⋯⋯一一．．一⋯：．．⋯⋯⋯⋯(1)

前期部分(先秦。：：==—-=九。■)：．’’一 ．’．．⋯。 ：⋯⋯’
⋯‘

o≯I一：：．

(一)音乐理论、一历史一(OOOl--0264)2。*二。⋯⋯：-⋯：：⋯⋯：⋯j_：≮⋯_■-⋯：j-_j__：：：：⋯．(j)

⋯．1．．．乐论’(0001一0047=i．．⋯、．．．⋯：⋯⋯⋯．L⋯⋯⋯⋯⋯⋯⋯⋯⋯⋯⋯一一一一一．一。⋯．：(3 j

2．律吕 (Q048一0196)：7．：_⋯。。¨：．．．⋯⋯⋯：⋯-⋯⋯⋯～⋯⋯⋯■⋯⋯：．．：．⋯⋯⋯⋯．：⋯．(4)

3．乐志、音乐典制’(0197--2-'0238)⋯⋯⋯⋯⋯⋯⋯⋯⋯⋯：：．‘：二：⋯．．-：．．．．．j．．．一。‘’．．⋯⋯⋯(9)

4．音乐家传记资料．’(0239—0243)⋯⋯⋯⋯⋯⋯⋯⋯⋯⋯⋯⋯⋯．^⋯．?⋯．：：⋯⋯⋯：‘’’(H)

5．西洋音乐理论(0244一0254)．；⋯．．．⋯⋯⋯⋯⋯⋯⋯⋯⋯⋯⋯．j_：．．；。⋯⋯⋯⋯7．。!(11>

．‘一-6．+乐器考⋯(0255二、0260)‘⋯j：⋯．．：．．．．⋯⋯⋯⋯．：⋯j⋯⋯⋯⋯⋯⋯⋯7．：．：÷．-：．．：⋯．o一：i⋯．?⋯⋯一!(11)

7．纪事杂论(o矩l，02§4)⋯⋯i：÷⋯⋯⋯⋯_．：⋯⋯⋯⋯⋯⋯．⋯⋯．．：⋯．：⋯⋯．o．．．：⋯⋯：．：(11)

-(三)歌曲音乐(0265 0324)一：一一．．7．⋯．．=_⋯⋯⋯：_⋯：_：：⋯⋯：_⋯．：⋯：⋯．．：．o__⋯．j．f讫>

+1．古代歌曲(0265二0299)n⋯⋯⋯⋯⋯⋯⋯⋯⋯⋯⋯⋯⋯⋯⋯⋯⋯⋯一一一⋯：一一÷x一。⋯(12)

2．学堂乐歌．(0300--0324)⋯⋯。．：⋯。一?⋯⋯⋯。。。⋯⋯⋯⋯⋯⋯一：：．：⋯⋯⋯．．：⋯：⋯．．．⋯⋯．．(13)

(三)舞乐(0325--0330)一．．一⋯⋯⋯⋯⋯⋯⋯⋯⋯⋯⋯⋯⋯⋯．：⋯⋯：：⋯：⋯．：一：⋯⋯⋯。：：．(13．)

(四)说唱音乐(033l一0334)⋯⋯．．：托⋯⋯⋯⋯⋯⋯⋯⋯⋯⋯⋯⋯⋯⋯¨：⋯⋯：⋯⋯⋯：：．(14)

(五)戏曲音乐(0335-．1-244)⋯⋯。⋯⋯⋯⋯⋯⋯⋯⋯⋯⋯⋯⋯⋯_⋯：。⋯．．．⋯．?⋯⋯：．．j(14．)

一1．芯面音幕理论(0335 0354)：⋯．．：⋯⋯⋯⋯⋯⋯⋯⋯⋯⋯⋯⋯、⋯一一⋯。一⋯⋯⋯(14)

‘2j昆曲、一南北曲(0355--1231)一．⋯⋯⋯⋯⋯⋯⋯⋯⋯：一：⋯⋯⋯⋯⋯⋯⋯⋯⋯⋯⋯⋯⋯⋯⋯⋯⋯．(15)

(．1)整出(0355--0385)一一．’一一。．一一．．⋯．．．．⋯⋯?⋯t．．⋯⋯⋯⋯．：⋯⋯⋯⋯¨．。⋯：⋯二：⋯．‘．．(1S)

(2)零折(0386—1llO)⋯．．．⋯⋯⋯⋯⋯⋯：⋯⋯⋯⋯．⋯⋯一⋯．⋯⋯一一一一⋯一：：．-．⋯(16)

’’(3)曲集(1111--1231-)慨⋯．．：⋯⋯⋯⋯⋯⋯⋯⋯．，．．⋯。⋯⋯⋯、，⋯一．．．：⋯．：⋯⋯⋯⋯(30．)

‘3．地方戏曲 (1232一1244)⋯⋯⋯⋯．⋯⋯．．．⋯⋯⋯⋯⋯：⋯⋯：⋯。⋯⋯⋯⋯⋯⋯．．．⋯⋯⋯⋯(33)

(六)器乐曲(1245--1671)⋯⋯⋯⋯⋯⋯⋯／⋯⋯⋯⋯⋯⋯⋯⋯⋯⋯⋯⋯⋯⋯⋯⋯⋯⋯⋯(33)

。1．吹奏乐器(1245—1263)⋯⋯⋯⋯⋯⋯⋯⋯⋯⋯⋯⋯⋯⋯⋯⋯⋯⋯⋯⋯⋯⋯⋯⋯(33)

2．拨弦、拉弦乐器(1264—1582)⋯⋯⋯⋯⋯⋯⋯⋯⋯⋯⋯⋯⋯⋯⋯⋯⋯⋯⋯⋯⋯(34)

(1)古琴(1264—1546)⋯⋯⋯⋯⋯⋯⋯．．：⋯⋯⋯⋯⋯⋯⋯⋯⋯⋯⋯⋯⋯⋯⋯⋯⋯(34)

a．琴论(1264—1342)⋯⋯⋯⋯⋯⋯⋯⋯⋯⋯⋯⋯⋯⋯⋯·j⋯⋯⋯·．．I．．．⋯⋯⋯⋯⋯··(34)

b．琴谱(1343—1546)⋯⋯⋯⋯⋯⋯⋯⋯⋯⋯⋯⋯⋯⋯⋯⋯⋯⋯⋯⋯⋯⋯⋯⋯⋯⋯(36)

(2)瑟 (1547—155 4)⋯⋯⋯⋯⋯⋯⋯⋯⋯⋯⋯⋯⋯⋯⋯⋯⋯⋯⋯⋯⋯⋯⋯⋯⋯．．(42)

·．Ⅱ ·



(3)筝(1555--1558)．⋯⋯。⋯⋯．．⋯⋯⋯⋯．．．⋯⋯⋯⋯．．．⋯⋯⋯⋯⋯⋯⋯⋯⋯⋯⋯(42)

(4)琵琶(1’559--1574)⋯⋯⋯⋯⋯⋯⋯⋯⋯⋯⋯．．⋯⋯⋯：．：⋯：二．j_⋯⋯：一：⋯j⋯．·⋯．．(42，)／7

(5)三弦(1575--1582)⋯⋯．⋯⋯⋯⋯⋯⋯．．：：⋯⋯⋯⋯⋯：：：：⋯：⋯⋯⋯⋯：⋯?■．．‘⋯．．(43)

。．3．民族器乐合奏(1583--1667)⋯⋯⋯⋯．．⋯⋯⋯⋯⋯⋯⋯⋯⋯⋯⋯⋯⋯⋯⋯：?⋯．：⋯⋯一(4j)。

4．西洋器乐曲(1668--1671)⋯⋯⋯⋯-．．⋯⋯⋯⋯⋯⋯⋯⋯⋯⋯⋯_⋯¨．⋯⋯：⋯．⋯⋯⋯⋯．(44)．

’

(七)宗教音乐、典礼音乐(1672～1783)⋯⋯⋯．．．⋯·⋯⋯．一．⋯．．：⋯⋯⋯一⋯⋯⋯⋯。⋯⋯．(45)

‘】。佛教音乐’(1672---71696)⋯⋯⋯⋯．-．⋯：．：一：．：。_．-．⋯⋯·⋯．：。⋯：．名¨=．．。．．I—i．。，。⋯⋯．f’．⋯(45)

2．道教音乐 (1697--1709)⋯⋯一．．：⋯⋯⋯．．⋯⋯⋯⋯⋯⋯⋯：：⋯⋯⋯⋯⋯：：-⋯⋯⋯．(45)

3．天主教、基督教音乐(1710一1712)⋯⋯⋯⋯⋯⋯⋯⋯⋯：’⋯：⋯⋯⋯⋯，．：⋯．．■⋯．．(46)

4．典礼音乐(1713一1783)．．⋯⋯⋯⋯⋯⋯⋯⋯⋯⋯⋯⋯⋯⋯．．⋯⋯．。⋯．．⋯⋯⋯⋯(46)

(八)综合类(1784—1859)⋯⋯⋯⋯⋯⋯⋯⋯⋯⋯⋯⋯⋯．．．⋯⋯⋯⋯⋯⋯．：⋯⋯⋯⋯⋯(48)、

1．音乐组织及活动(1784—1787)，⋯：⋯⋯_：．⋯⋯⋯⋯⋯⋯⋯，¨：．。⋯⋯⋯⋯⋯⋯．。一(48)

．2．曲目i居q目(1．788——1805)⋯⋯．．．．．．⋯⋯⋯．．：．一．．⋯．7．．．⋯．⋯．．．⋯．⋯．．．．⋯⋯．．⋯．⋯⋯．：．．．．．一ij．t．．(48)

．·‘3．音乐t类书 (1806一1811)⋯⋯⋯⋯⋯⋯⋯⋯：．．⋯⋯⋯⋯⋯⋯⋯．：⋯⋯⋯⋯．-．．⋯．．⋯⋯(_48)

．4．一般类书 (1812—1 848)⋯⋯⋯⋯⋯⋯⋯⋯⋯⋯⋯⋯⋯．|．⋯⋯一．．⋯⋯⋯_⋯⋯⋯一(,49)

5．音乐丛书(1849—1854)⋯⋯⋯⋯一．⋯．．⋯⋯⋯⋯⋯⋯⋯．：．⋯⋯⋯⋯⋯⋯⋯⋯⋯⋯：⋯(50)

．_6．一般丛书 (1855一1859)⋯⋯⋯⋯．．．⋯⋯⋯⋯⋯⋯⋯⋯⋯⋯⋯⋯⋯⋯：⋯⋯⋯⋯⋯(50)

后期部分(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

／

(一)音乐理论(1860—2407)⋯⋯⋯⋯⋯⋯⋯⋯⋯⋯⋯⋯⋯⋯⋯．：⋯⋯⋯⋯⋯⋯⋯⋯⋯．(55)

I．音乐评论及研究二般著作(1860一1891)：⋯⋯．·⋯⋯⋯⋯⋯⋯⋯⋯．．_⋯⋯⋯⋯．．⋯(55)

2．东律学及音响学(1892--1918)⋯⋯⋯．_．．⋯⋯⋯⋯⋯⋯⋯⋯⋯。⋯⋯⋯⋯⋯⋯j一⋯(55)

3．’音乐史及音乐家传记资料(1919～1980)⋯⋯⋯⋯⋯⋯⋯⋯⋯．_⋯⋯⋯⋯⋯⋯．．．⋯(56)

(1)世界音乐史(1919)⋯^．．⋯⋯⋯⋯：⋯。¨。⋯⋯⋯。⋯⋯⋯⋯⋯．⋯⋯．．i⋯⋯。-7．．．．．(56)

(2)。中国音乐史(1920--1944)⋯⋯⋯⋯．．．一⋯⋯⋯⋯⋯．：⋯⋯⋯⋯_⋯⋯j⋯⋯⋯⋯．．．⋯⋯t 56)

．a．中国音乐通史(1920--1926)⋯⋯⋯⋯⋯．．⋯⋯⋯⋯⋯．：⋯⋯⋯⋯⋯⋯。⋯⋯⋯⋯⋯⋯．(56)

b．中国音乐专史及断代研究(1927--1940)⋯⋯⋯⋯⋯⋯⋯⋯⋯．。⋯⋯⋯⋯⋯⋯⋯⋯．．(56)

．c．中国音乐史料(1941—1944)⋯⋯⋯⋯⋯⋯⋯⋯⋯⋯⋯⋯⋯⋯⋯．_⋯⋯⋯⋯⋯⋯⋯．．．<57>。

(3)西洋各国音乐史及史料(1945--1954)⋯⋯一．．y⋯⋯⋯．⋯⋯⋯⋯．⋯．t⋯．．：0¨(57>

(4)中国音乐家传记资料(1955--1966)．r⋯⋯⋯⋯⋯⋯．⋯．j⋯⋯．⋯⋯⋯⋯j⋯j⋯⋯(57)

(5)西洋音乐家传记资料(1967--1980)⋯⋯⋯⋯⋯⋯j¨¨⋯⋯⋯⋯：⋯⋯⋯．j。⋯⋯(58)

4·民族音乐理论研究(19817--2107)．r⋯⋯．．⋯一⋯⋯⋯⋯⋯⋯⋯⋯：⋯⋯⋯⋯一⋯：⋯．．(58)

， (1)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1981--2098)．⋯．．．～⋯⋯⋯⋯⋯⋯⋯⋯⋯⋯⋯⋯．j⋯一(58>

a·总论(1981--1990)⋯⋯⋯⋯⋯⋯⋯⋯⋯⋯⋯⋯⋯⋯_⋯⋯⋯：·。⋯⋯一．：!．．，⋯⋯：⋯⋯(58)

b．歌曲音乐(1991--2006)⋯⋯⋯⋯⋯⋯⋯⋯⋯⋯⋯⋯⋯⋯⋯⋯⋯⋯⋯⋯j．：．．．．：．．j⋯⋯⋯．(58>
’：’

’

．．

．／
i 古代歌曲 ‘1991—2000) ⋯⋯⋯⋯⋯⋯⋯⋯⋯⋯⋯⋯⋯⋯⋯⋯‘‘⋯⋯‘i：⋯：_‘i：⋯“j’-⋯⋯⋯·：(58)

／ ii民间歌曲(2001--2005)⋯⋯⋯⋯⋯⋯：_：：：⋯⋯_·-_-·⋯j⋯·：⋯一⋯：-⋯⋯二⋯一·：··⋯⋯··．⋯⋯·(59)

， iii创作歌曲+(2006)⋯·：⋯⋯⋯⋯⋯⋯⋯⋯⋯⋯⋯⋯⋯⋯·-⋯：⋯⋯··0：·i⋯·⋯··：·：⋯一?j÷t_．⋯⋯⋯⋯·(59)

·．Ⅲ’·*
●，



c．歌舞音乐(2007)．-．．⋯：⋯⋯⋯⋯⋯⋯⋯⋯⋯⋯⋯⋯⋯⋯⋯⋯⋯．．⋯⋯⋯⋯⋯⋯⋯⋯⋯⋯‘⋯⋯⋯一(59)，

d．说唱音乐(2008--2010)⋯⋯⋯⋯．．．⋯⋯⋯⋯⋯⋯⋯⋯⋯⋯⋯⋯⋯⋯⋯⋯⋯⋯⋯⋯⋯⋯⋯⋯⋯⋯(59)

e．戏剧音乐(201l一2052)⋯⋯⋯⋯⋯⋯⋯⋯⋯⋯⋯⋯⋯⋯⋯⋯⋯．．．⋯⋯⋯⋯⋯．．：．·(59)
- ‘

i 总论(2011--2012)‘⋯⋯⋯⋯⋯⋯⋯⋯⋯⋯⋯⋯⋯⋯⋯⋯⋯⋯⋯⋯⋯⋯⋯⋯⋯⋯⋯⋯⋯⋯⋯⋯⋯一(59)

ii古代戏曲(2013--2021)⋯⋯⋯⋯⋯⋯⋯⋯⋯⋯⋯⋯⋯⋯⋯⋯⋯⋯⋯⋯⋯⋯⋯⋯⋯⋯⋯⋯⋯⋯⋯⋯(59)

iii地方戏曲(2022--2047) ⋯⋯．⋯⋯⋯⋯⋯⋯⋯⋯⋯⋯．⋯⋯⋯⋯⋯⋯⋯⋯⋯⋯⋯⋯⋯⋯⋯⋯⋯⋯·(59)

iV新歌剧(2048--2052)。⋯⋯⋯⋯⋯⋯⋯⋯⋯⋯⋯⋯一⋯⋯⋯⋯⋯⋯⋯⋯⋯⋯⋯⋯⋯⋯⋯⋯⋯⋯⋯(60)

、 f．器乐曲及乐器理论研究与演奏法(2053--：2098)⋯⋯⋯⋯⋯⋯⋯⋯⋯⋯⋯⋯⋯⋯⋯⋯⋯o(60)

i总论(2053—2058)⋯⋯⋯⋯⋯⋯⋯⋯⋯⋯⋯⋯⋯⋯⋯⋯⋯⋯⋯“⋯⋯⋯⋯⋯⋯⋯⋯⋯⋯．．⋯(60)

一ii考证(2059--2064) ⋯⋯⋯⋯～⋯⋯⋯⋯⋯⋯⋯⋯⋯⋯⋯⋯⋯⋯⋯⋯⋯⋯⋯⋯⋯⋯⋯⋯⋯⋯⋯⋯-(60)
’

‘

iii器乐曲研究(2065--2067)。⋯⋯⋯⋯⋯⋯⋯⋯⋯⋯⋯⋯⋯⋯⋯⋯⋯·．：⋯⋯⋯⋯⋯⋯⋯⋯⋯⋯⋯⋯(60)

iv乐器理论及演奏法(2068--2097) ⋯⋯⋯⋯⋯⋯⋯⋯⋯⋯⋯⋯⋯⋯⋯⋯⋯⋯⋯⋯⋯⋯⋯⋯⋯⋯⋯(60)

V 乐器修理(2098) ⋯⋯⋯·‘。⋯⋯⋯⋯⋯⋯⋯⋯⋯⋯⋯⋯⋯⋯⋯⋯⋯⋯⋯⋯⋯⋯⋯．．．⋯⋯⋯．．⋯⋯(61)

f、(2)东方各国音乐及民族音乐研究(2099--2102)⋯⋯⋯⋯⋯⋯⋯⋯吖⋯⋯⋯⋯⋯⋯e61)

(3)西洋各国音乐及民族音乐研究(2103--2107)⋯⋯⋯⋯⋯。⋯⋯⋯⋯⋯⋯⋯⋯(61)

5．音乐教育理论及教材(2108--2352)⋯⋯⋯⋯⋯⋯⋯⋯⋯⋯⋯⋯⋯⋯⋯⋯⋯⋯⋯(61)

’(1)音乐教育总论(2108—2113)⋯⋯⋯⋯⋯⋯⋯⋯⋯⋯⋯⋯⋯⋯⋯⋯⋯⋯⋯⋯⋯⋯(61)

(2)学前音乐教育理论及教材(2114—2136)⋯⋯⋯⋯⋯⋯⋯⋯⋯。⋯⋯⋯⋯⋯⋯⋯⋯⋯⋯⋯．(62)

(3)普通中小学音乐教育理论及教材(2137--2319)⋯⋯⋯⋯⋯⋯⋯⋯⋯⋯⋯⋯⋯⋯⋯．(62)

a．小学(2137--2233)⋯⋯⋯⋯⋯⋯⋯⋯⋯⋯⋯⋯⋯⋯⋯⋯⋯⋯⋯⋯⋯⋯⋯⋯⋯⋯⋯⋯⋯⋯⋯⋯⋯⋯(62)．
’

b．中学(2234—2319)⋯⋯⋯⋯⋯⋯⋯⋯⋯⋯⋯⋯⋯⋯··：：·：．．⋯⋯⋯⋯⋯⋯⋯⋯⋯⋯(65)
‘

(4)师范及大专院校音乐教育理论及教材(2320--2334)⋯⋯⋯⋯⋯⋯⋯⋯⋯⋯⋯(67)

一 (5)音乐院校音乐教育理论及教材(2335--2344)⋯⋯．．-⋯¨⋯一⋯⋯⋯⋯⋯一：只⋯(67)
。

～ (6)群众音乐教育理论及教材(2345--2350)⋯⋯⋯⋯⋯．．-⋯⋯⋯⋯⋯一⋯⋯⋯⋯⋯(67)

⋯ (7)西洋各国音乐教育理论及教材(2351--2352)⋯⋯⋯⋯⋯⋯⋯⋯。⋯⋯．⋯⋯⋯(68)

、?6⋯音乐知识通俗读物(2353—2407)⋯⋯⋯⋯⋯．．．⋯⋯⋯⋯_⋯⋯⋯⋯⋯⋯⋯⋯⋯⋯(68)
，

(二)技术理论(2408--2575)⋯．-．⋯⋯⋯⋯⋯⋯⋯⋯⋯⋯⋯⋯⋯⋯⋯⋯⋯⋯：⋯⋯⋯⋯⋯(70)

1．‘基本乐理(2408--2468)⋯⋯⋯⋯⋯⋯．：⋯⋯⋯⋯⋯⋯⋯⋯⋯⋯⋯⋯⋯⋯⋯⋯⋯．．(70)、，

2．作曲技术(2469--2503)⋯⋯⋯⋯⋯⋯⋯⋯⋯⋯⋯⋯⋯⋯⋯⋯⋯⋯⋯⋯⋯⋯’⋯⋯．(71)

3．乐曲解说与欣赏(2504--2509)⋯⋯⋯⋯⋯⋯⋯⋯⋯⋯⋯⋯⋯⋯⋯⋯⋯⋯⋯⋯⋯⋯⋯⋯⋯⋯·⋯”(72)

4．声乐理论及声乐练习曲(2510--2523)⋯⋯⋯⋯⋯⋯⋯⋯⋯⋯⋯⋯⋯⋯⋯⋯⋯i⋯⋯⋯⋯⋯⋯一(72)

5．指挥法(2524--2526)⋯⋯⋯⋯⋯⋯⋯_⋯⋯⋯⋯⋯⋯⋯⋯⋯一⋯⋯⋯⋯⋯⋯⋯⋯⋯⋯⋯一(73)

6．西洋器乐理论及演奏法(2527--2575)⋯⋯⋯⋯⋯⋯⋯⋯⋯⋯⋯⋯⋯⋯⋯⋯⋯⋯(73)

(三)歌曲(2576--3884)⋯⋯⋯⋯⋯⋯⋯⋯⋯⋯⋯⋯⋯⋯⋯．．．⋯⋯⋯⋯．．．⋯⋯⋯⋯⋯⋯(74)
7

1．各国国歌(2576--2582)⋯⋯⋯⋯⋯⋯⋯⋯⋯⋯⋯⋯⋯⋯⋯⋯⋯⋯⋯⋯⋯⋯⋯⋯(74)

。2．、世界歌曲集(2583--2616)⋯⋯⋯⋯⋯⋯⋯／⋯⋯⋯⋯⋯⋯⋯⋯⋯⋯⋯⋯⋯⋯⋯：．．．·(75)

3．中国歌曲集(2617--3859)⋯⋯⋯⋯⋯⋯⋯⋯⋯⋯⋯⋯⋯⋯⋯⋯⋯⋯⋯⋯⋯⋯⋯·-(76)

，(1)民间歌曲．(2617--2693)⋯⋯⋯⋯⋯⋯⋯⋯⋯⋯⋯⋯⋯．：。⋯⋯．．．⋯⋯⋯⋯⋯⋯⋯⋯⋯⋯⋯⋯“(76)．



a．汉族(2617--2667)⋯⋯⋯⋯⋯⋯⋯⋯．．-⋯⋯⋯⋯～⋯⋯⋯⋯j⋯⋯fft⋯⋯⋯⋯⋯⋯⋯⋯⋯⋯⋯·⋯·(76)

b．民间小调小曲(2668--2683)一．⋯一⋯．-⋯一⋯⋯⋯⋯⋯⋯⋯⋯⋯-．．．⋯一⋯⋯⋯⋯⋯．．⋯⋯⋯·(77)

／ c．少数民族(2684—2693)⋯⋯：⋯⋯⋯⋯⋯⋯⋯⋯⋯⋯⋯⋯⋯⋯⋯⋯⋯⋯⋯⋯⋯⋯⋯(77)

(2)创作歌曲(2694--3859)⋯⋯⋯⋯⋯⋯⋯⋯⋯⋯⋯⋯．⋯⋯⋯⋯¨⋯⋯⋯⋯⋯．·(77)

a．古代歌曲(2694—2696)⋯⋯⋯⋯⋯⋯⋯⋯⋯⋯⋯⋯⋯⋯⋯⋯⋯⋯⋯⋯⋯⋯⋯⋯·(77)

b．近代歌曲(2697--3859)：⋯⋯⋯⋯⋯⋯⋯⋯⋯⋯⋯⋯⋯⋯⋯⋯⋯⋯⋯I：⋯⋯_⋯‘‘(77)
‘，’

i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歌曲(2697—2700)⋯⋯⋯?⋯⋯⋯⋯⋯⋯⋯⋯⋯⋯⋯⋯⋯⋯⋯⋯⋯⋯·一77)

一 ii 抗日救亡歌曲(27017-_3071)⋯⋯⋯⋯⋯⋯⋯⋯⋯⋯⋯⋯⋯⋯⋯⋯⋯·-＼．⋯⋯⋯⋯⋯⋯⋯⋯··j⋯一(78)
’

‘

，
’

iii 解放战争时期歌曲(3072--3261)⋯·：⋯⋯⋯⋯⋯⋯⋯⋯⋯⋯⋯。⋯⋯⋯⋯⋯⋯⋯⋯⋯⋯⋯⋯⋯⋯·(86)

iv 民主运动歌曲(3262--3333)⋯⋯⋯⋯⋯⋯⋯⋯⋯⋯⋯⋯⋯⋯：⋯⋯⋯⋯⋯⋯⋯⋯⋯⋯⋯⋯⋯⋯一(90)

v 学校唱歌(3334--3400)⋯⋯⋯⋯⋯⋯⋯⋯．．．⋯一·：⋯．．．⋯⋯⋯．．⋯⋯⋯．．．⋯⋯⋯⋯··⋯⋯⋯⋯⋯(92)

vi 音乐会演唱歌曲(3401--3542)⋯⋯⋯⋯⋯⋯⋯⋯⋯⋯⋯⋯⋯⋯⋯⋯⋯⋯⋯⋯⋯⋯⋯⋯⋯。⋯⋯(93)
O

vii 部队歌曲(3543～3557)⋯⋯⋯⋯⋯⋯⋯⋯⋯⋯⋯⋯⋯⋯⋯⋯⋯⋯⋯⋯⋯⋯⋯⋯⋯⋯⋯⋯⋯⋯⋯(97)
。

viii电影歌曲(3558--3608)⋯⋯⋯⋯⋯⋯⋯⋯⋯⋯⋯⋯⋯⋯⋯⋯⋯⋯，：⋯⋯⋯⋯⋯⋯⋯⋯．．．⋯⋯⋯·(97)
． ． 沪

ix 儿童歌曲(3609--3713)⋯⋯⋯⋯⋯⋯⋯一⋯‘⋯⋯⋯⋯⋯⋯⋯⋯·⋯⋯⋯⋯⋯⋯⋯⋯⋯⋯⋯⋯⋯⋯(98)

】‘ 个人歌曲选集全集(3714--3729)⋯⋯⋯⋯—7⋯⋯⋯⋯⋯⋯⋯⋯⋯⋯⋯⋯⋯⋯⋯⋯⋯⋯⋯⋯⋯‘(100)

xi 其他歌曲(3730--3854)⋯⋯⋯⋯⋯⋯⋯⋯⋯⋯⋯⋯⋯⋯⋯．⋯⋯⋯⋯⋯⋯⋯⋯⋯⋯⋯⋯⋯．7⋯··(101)

x“ 改编歌曲(3855--3859)⋯⋯⋯⋯⋯⋯⋯⋯⋯⋯⋯⋯⋯⋯⋯⋯⋯⋯⋯⋯⋯⋯⋯⋯⋯⋯⋯⋯⋯⋯⋯(103)

改编古代歌曲。(3855)⋯⋯⋯⋯⋯⋯⋯⋯⋯⋯”．⋯⋯⋯⋯⋯⋯⋯⋯⋯⋯⋯⋯⋯⋯⋯⋯⋯⋯⋯⋯⋯·(103)

改编民间歌曲(3856--3859)⋯⋯⋯⋯：⋯⋯·：⋯⋯⋯⋯⋯⋯·⋯⋯⋯··j⋯⋯⋯⋯⋯⋯⋯⋯⋯⋯⋯·‘(103)

(3)西洋各国歌|曲(3860--3884)⋯⋯⋯?⋯⋯⋯⋯⋯⋯⋯⋯⋯⋯⋯⋯_⋯⋯⋯⋯．(103)

a．苏联歌曲(3860--3872)··⋯⋯⋯⋯．．．⋯⋯⋯⋯⋯⋯⋯⋯．．．⋯⋯⋯⋯⋯⋯⋯⋯⋯⋯··(103)

．
b．英、美、德等国歌益(3873--3884)⋯⋯⋯⋯⋯⋯⋯⋯⋯⋯⋯⋯⋯⋯⋯⋯⋯⋯⋯⋯⋯．(104)

吣

(四)歌舞音乐(3885--3928)⋯⋯⋯⋯⋯⋯⋯⋯⋯⋯⋯⋯⋯⋯⋯⋯⋯⋯⋯⋯⋯⋯_⋯⋯(104)

1．中国民间歌舞音乐(3885～3889)⋯⋯⋯⋯⋯．⋯．⋯⋯⋯⋯⋯⋯⋯⋯⋯⋯．⋯⋯⋯⋯⋯⋯⋯⋯⋯⋯(104)

．2，中目现代刨作歌舞音乐(3890--3926)⋯⋯．．：⋯⋯⋯⋯⋯⋯⋯⋯⋯⋯⋯⋯⋯⋯⋯．(104)

儿童歌舞音乐(3896--3926)⋯⋯⋯⋯⋯⋯⋯⋯⋯⋯⋯⋯⋯．．-⋯⋯⋯⋯⋯⋯⋯⋯．105)

3．．西．洋各国歌舞音乐(3927～3928)。⋯⋯⋯⋯。⋯⋯⋯．．．⋯⋯⋯⋯⋯“⋯⋯⋯⋯⋯⋯⋯⋯⋯．(、105)

(五)说唱音乐(3929--3948)⋯⋯⋯⋯⋯．．．⋯⋯⋯⋯W⋯⋯．．⋯⋯⋯⋯⋯⋯⋯⋯⋯⋯⋯⋯(106)

(六)戏剧音乐(3949--4575)⋯．j⋯⋯⋯⋯⋯⋯⋯⋯⋯⋯⋯⋯⋯⋯⋯⋯⋯⋯⋯⋯⋯⋯⋯．(106)
，

1．南北曲、昆曲 (3949—4142)⋯⋯⋯⋯⋯⋯⋯⋯．．．⋯⋯⋯⋯⋯⋯⋯⋯⋯⋯⋯⋯⋯⋯⋯⋯⋯⋯⋯⋯(106)

(1)整出(3949--3980)⋯⋯⋯⋯⋯⋯⋯．．⋯⋯⋯⋯⋯．．．．．⋯⋯。⋯⋯⋯⋯⋯⋯⋯⋯．．(105)

(2)零拆(3981--4077)．．．⋯⋯⋯⋯．．．⋯．．．⋯．．．．⋯⋯⋯⋯⋯⋯⋯⋯⋯．．⋯⋯⋯，⋯⋯⋯(107)

(3)曲集(4078—4142)⋯⋯．．．⋯⋯⋯．．．⋯⋯⋯⋯．．．⋯⋯⋯⋯⋯⋯_⋯⋯√⋯⋯⋯⋯．．(109)

2．京剧(4143—4299)⋯⋯⋯⋯．．．。⋯⋯⋯⋯⋯⋯⋯⋯⋯⋯⋯⋯⋯⋯⋯⋯⋯⋯⋯⋯⋯。(110)

-3．地方戏曲(4300,-4320)⋯⋯⋯．．．⋯⋯⋯⋯⋯⋯⋯⋯⋯⋯⋯⋯⋯⋯⋯⋯⋯⋯⋯⋯．(114)

(1)东北(4300一4302)⋯⋯⋯⋯⋯⋯⋯⋯⋯⋯⋯⋯⋯⋯_』⋯⋯⋯⋯⋯⋯⋯⋯⋯⋯(114)

(2)陕西 (4303—43lO)⋯⋯⋯⋯⋯⋯⋯⋯⋯⋯⋯⋯⋯⋯⋯⋯⋯⋯⋯"⋯．．：⋯⋯⋯(114)

、．-V．



(3)江苏(431 1)⋯⋯⋯⋯⋯⋯⋯⋯⋯：⋯⋯⋯⋯⋯⋯⋯⋯⋯o⋯⋯⋯⋯⋯．⋯⋯⋯⋯⋯(114)
?

(4)湖北(4312)⋯⋯⋯⋯⋯⋯⋯⋯⋯⋯⋯一⋯⋯．．⋯．⋯⋯．．：⋯⋯⋯⋯．i：⋯⋯：⋯⋯⋯．⋯。⋯⋯⋯⋯一(114)

(5)湖南’(4313)⋯⋯⋯⋯．：⋯⋯⋯⋯⋯⋯⋯⋯⋯⋯⋯⋯⋯⋯⋯⋯一⋯⋯⋯⋯⋯⋯⋯⋯⋯．：．⋯⋯⋯⋯．(1i4)

、。(6)四川 (4314—4317)⋯⋯⋯j⋯⋯⋯⋯⋯⋯⋯_⋯．：⋯：⋯⋯：⋯⋯⋯_⋯⋯⋯：⋯⋯(114)
‘

(7)广东 (4318—4320)⋯⋯⋯⋯⋯⋯⋯⋯⋯⋯：．．：⋯⋯⋯．．．⋯⋯⋯．曩⋯⋯⋯⋯⋯⋯⋯⋯．(114)

4．歌剧、．舞剧(43鲥二4S45)⋯；o：⋯⋯：：．．：⋯⋯⋯⋯⋯⋯⋯⋯：⋯：．f⋯．_⋯I一⋯。⋯⋯(115)

(1)歌剧、秧歌剧 (4321—4502)⋯⋯⋯⋯⋯⋯⋯：一．．．⋯⋯⋯⋯⋯．．：⋯⋯∥⋯．．．⋯⋯⋯(115)

．(2)儿童歌剧(4503—4519)．⋯⋯⋯⋯⋯⋯⋯⋯⋯⋯⋯⋯⋯⋯⋯⋯⋯⋯⋯。⋯⋯⋯(119)

·． ·(3)歌舞剧．(4520一4545)⋯⋯⋯⋯⋯⋯⋯⋯⋯⋯⋯⋯⋯⋯⋯⋯⋯．．⋯⋯⋯⋯⋯⋯一(119)

5．其他戏剧‘(4546—4574)⋯⋯：⋯⋯⋯■一．：：．⋯⋯j⋯⋯’⋯t⋯·．．_一⋯⋯：⋯⋯．．⋯⋯⋯(120)

6．西洋歌剧及片断(4575)⋯．．：⋯：⋯⋯：⋯⋯⋯⋯⋯．一⋯■⋯⋯；：⋯⋯：．■⋯⋯⋯⋯⋯．．(121)
：

。

¨

(七)器乐曲吣(4576—4816)⋯⋯⋯⋯⋯⋯⋯⋯⋯⋯⋯⋯⋯⋯：．．．⋯．．．⋯⋯⋯⋯⋯．．．⋯⋯⋯．(121)

。1．中国器乐曲(4576--：4753)⋯⋯．⋯⋯．．⋯⋯⋯⋯⋯⋯⋯⋯⋯⋯⋯⋯⋯⋯⋯⋯V一⋯⋯⋯⋯．．．⋯⋯⋯．．(121)

(1)独奏乐曲·(4576--4672)⋯⋯⋯⋯⋯⋯⋯⋯⋯⋯_⋯⋯⋯¨⋯⋯⋯⋯⋯⋯⋯⋯．(121)

①吹奏乐器(4576-=-4603)⋯⋯一⋯⋯⋯一⋯：⋯⋯⋯⋯⋯⋯⋯⋯⋯⋯⋯。．．⋯一-．j．：．一⋯⋯一⋯一⋯⋯．(121)

’a．箫、笛、埙(4576—4590)⋯⋯⋯．．．⋯⋯⋯一_⋯⋯⋯⋯⋯⋯．：⋯⋯⋯．．．．：．．：．．⋯⋯一⋯⋯⋯一(121)

’．b．管、唢呐(4591---二4596)．．．j⋯j■·j⋯：⋯⋯⋯⋯⋯⋯⋯．．．：：⋯⋯⋯⋯⋯．：一⋯⋯⋯⋯⋯⋯⋯⋯．．(121)

c．军乐(4597--4603)一⋯⋯⋯+⋯⋯．：⋯⋯⋯⋯⋯⋯⋯⋯⋯⋯⋯⋯．-一⋯⋯⋯⋯⋯⋯⋯⋯⋯⋯(121)

，②拉弦乐器(4604 4614)⋯⋯⋯．．⋯⋯：⋯⋯．．⋯⋯⋯7．．⋯．：：：⋯⋯⋯：⋯⋯_⋯⋯⋯⋯⋯⋯⋯．．⋯⋯⋯(122)

a．胡琴(4605_二4606)⋯⋯⋯⋯⋯．．．：⋯⋯⋯⋯⋯⋯⋯．．．．⋯⋯⋯⋯⋯⋯⋯⋯⋯⋯⋯⋯⋯⋯⋯(122)
一 b．二胡(4607--4614) ⋯：：⋯⋯．：：⋯⋯⋯⋯⋯⋯．：?⋯⋯．．⋯⋯：⋯．·：⋯．．：⋯．．．⋯⋯⋯⋯⋯⋯7．⋯⋯·．(122L

： ③拨弦、击弦乐器．(4615．--4672)．⋯⋯⋯⋯⋯⋯⋯一⋯⋯⋯⋯．．．⋯⋯⋯⋯⋯⋯⋯⋯⋯⋯⋯⋯⋯⋯⋯-·(122)

a．古琴(4615---4653) ⋯⋯⋯⋯⋯一⋯⋯⋯⋯⋯⋯⋯⋯⋯⋯⋯⋯。⋯⋯⋯．i⋯⋯⋯⋯⋯⋯⋯⋯⋯．(122)
t-

’一、 i琴论(4615—4628)⋯⋯⋯⋯⋯⋯⋯⋯⋯⋯⋯⋯⋯⋯⋯⋯⋯⋯⋯⋯⋯⋯⋯⋯⋯⋯⋯⋯⋯⋯⋯⋯⋯(122)
●t

． ii古琴谱(4629—4653)．．．⋯⋯⋯⋯⋯⋯⋯⋯⋯⋯⋯⋯⋯⋯⋯⋯⋯⋯⋯⋯⋯·_⋯一⋯⋯·⋯．．．⋯⋯·(122)
H

b．筝(4i654—4655)．⋯．．．⋯⋯⋯⋯⋯．-．⋯⋯⋯⋯；．：⋯一⋯⋯⋯⋯⋯⋯⋯⋯⋯⋯⋯⋯(123)

c．琵琶(4656—4662)⋯一⋯一一一一一⋯⋯一⋯_．j⋯⋯⋯⋯⋯⋯⋯⋯⋯⋯⋯：⋯j⋯⋯⋯⋯··(123)

‘d．洋琴(4663--4672)⋯⋯⋯··了⋯⋯⋯⋯：⋯⋯⋯⋯⋯⋯⋯⋯⋯⋯⋯⋯⋯一⋯⋯⋯⋯⋯⋯⋯．．．⋯(123)

：(2)合奏乐曲(4673--4753)⋯⋯⋯⋯⋯⋯⋯⋯⋯⋯⋯⋯⋯⋯⋯⋯⋯⋯⋯⋯⋯⋯⋯(123)

①打击乐合奏(467．3--4686)⋯⋯⋯⋯⋯⋯⋯⋯⋯⋯⋯⋯⋯⋯⋯⋯⋯⋯⋯⋯⋯⋯⋯⋯⋯⋯⋯⋯⋯·(123)

②管乐合奏(4687)⋯⋯⋯⋯⋯⋯⋯⋯⋯⋯⋯⋯．．．⋯⋯⋯⋯⋯⋯⋯⋯⋯⋯⋯⋯⋯-．-．．⋯⋯⋯⋯：⋯⋯⋯··(124)

④广‘东音乐(4688--4701))⋯⋯⋯⋯⋯：⋯⋯⋯⋯⋯⋯'．．．：⋯．．．：⋯．!⋯：⋯⋯⋯⋯⋯，．t⋯．．：．⋯⋯⋯⋯⋯(124)

’一 @综合器乐曲(4701=4753)⋯⋯⋯⋯⋯．．．⋯__⋯⋯⋯_⋯!⋯．．．⋯二-⋯⋯⋯⋯⋯⋯⋯⋯⋯⋯(124)

2．西洋器乐曲”(4754—4816)⋯⋯⋯⋯．．：⋯⋯．：：．：：：：．．．：“一⋯⋯⋯：⋯‘。⋯⋯⋯：．：⋯⋯⋯⋯⋯．⋯⋯．(125)
·’ ’(1)‘拉弦乐器(4754---：4763)．⋯⋯⋯一⋯⋯⋯⋯⋯⋯⋯⋯⋯⋯．：⋯⋯．_-：⋯⋯⋯⋯⋯．：⋯⋯⋯(125)

’(2)键盘乐器、簧乐器 (4764—4813)。。。⋯⋯⋯．、⋯．．．⋯⋯⋯⋯．⋯⋯⋯⋯⋯⋯⋯．、⋯‘．⋯．．7．(125)

a．钢琴(4764—4791)⋯⋯⋯⋯⋯⋯⋯⋯⋯⋯⋯⋯⋯⋯⋯一⋯：⋯⋯⋯．．．．：．．⋯⋯⋯⋯(125)

b．凤琴、手凤琴(4792--4797)⋯⋯⋯⋯⋯⋯⋯⋯⋯⋯⋯：⋯⋯⋯．一⋯⋯⋯⋯⋯⋯(126)

·Ⅵ·



C．日琴(4798—4813)⋯⋯⋯⋯⋯⋯⋯一一⋯⋯⋯⋯⋯⋯⋯⋯⋯⋯⋯⋯⋯⋯⋯⋯⋯⋯⋯⋯⋯⋯⋯⋯(126)

(3)器乐合奏‘(4814～4816)⋯⋯⋯⋯⋯⋯⋯⋯⋯⋯⋯⋯⋯⋯⋯⋯⋯⋯⋯⋯⋯．．：⋯(127)

(八)宗教音乐、典礼音乐(4817—4901)⋯⋯⋯．．．⋯⋯⋯⋯⋯⋯⋯⋯⋯⋯⋯⋯⋯⋯⋯⋯(127)

1．宗教音乐(4817--4889)⋯⋯⋯⋯⋯⋯⋯⋯⋯⋯⋯⋯⋯⋯⋯⋯⋯⋯⋯⋯⋯⋯⋯⋯?⋯⋯⋯．．(127)

(1)佛教音乐(4817～4821)⋯⋯⋯⋯⋯⋯⋯⋯⋯⋯⋯⋯⋯⋯⋯⋯⋯⋯⋯⋯⋯⋯⋯⋯．．：．．(127)

(2)道教音乐(4822～4834)⋯⋯⋯⋯⋯⋯⋯⋯⋯⋯⋯⋯⋯⋯∥⋯⋯⋯⋯⋯⋯⋯⋯．(127)

(3)天主教、基督教音乐(4835--4889)⋯⋯⋯⋯⋯⋯⋯⋯⋯⋯⋯⋯⋯一⋯⋯⋯⋯．(127)

2．典礼音乐(：4890二4901)⋯⋯⋯．：⋯⋯．'．’．．：．：o一：⋯：⋯⋯⋯⋯⋯⋯⋯⋯⋯⋯⋯⋯⋯⋯一(129)

(九)综合参考类(4902--5057)⋯⋯⋯⋯⋯⋯⋯⋯⋯⋯⋯⋯⋯⋯⋯⋯⋯⋯⋯⋯⋯⋯⋯⋯(129)

1．档案资料(4902—4911)⋯⋯⋯⋯⋯⋯⋯⋯⋯⋯⋯⋯⋯⋯⋯⋯⋯⋯⋯⋯⋯⋯⋯⋯(129)

2．音乐组织及音乐活动情况(4912--493I)⋯⋯⋯⋯⋯⋯⋯⋯⋯⋯⋯⋯⋯⋯⋯⋯⋯．．(129)

(1)音乐团体情况(4912--4922)⋯⋯⋯⋯⋯⋯⋯⋯⋯⋯⋯⋯⋯⋯⋯⋯⋯⋯⋯⋯⋯(129)

(2)音乐学校情况(4923--4930)⋯⋯⋯⋯⋯⋯⋯⋯⋯⋯⋯⋯⋯⋯⋯⋯；¨⋯⋯⋯⋯⋯．．(129)

(3)其他(4931)⋯⋯⋯⋯⋯崔⋯⋯⋯⋯⋯⋯⋯⋯⋯⋯⋯⋯⋯⋯⋯⋯⋯⋯⋯⋯⋯⋯⋯⋯⋯⋯⋯⋯⋯⋯⋯(130)

3．目录索引(4932--5033)⋯⋯⋯⋯⋯⋯一⋯⋯⋯⋯⋯⋯⋯⋯⋯⋯⋯⋯⋯⋯⋯⋯⋯⋯：．．⋯⋯⋯一(130)

(1)图书目录(4932--4937)⋯⋯⋯⋯⋯¨⋯⋯⋯⋯⋯⋯⋯⋯⋯⋯⋯⋯⋯⋯⋯⋯⋯(130)

(2)唱片目录(4938--5013)⋯⋯⋯⋯⋯⋯⋯⋯⋯⋯⋯⋯⋯⋯⋯⋯⋯⋯⋯⋯⋯⋯一(130)

(3)音乐会会刊、节目单(5014--5033)⋯⋯⋯⋯⋯⋯⋯⋯⋯⋯⋯⋯⋯⋯⋯⋯⋯⋯⋯⋯⋯⋯⋯⋯(131)

4．音乐辞典(5034--5038)⋯⋯⋯⋯⋯⋯⋯⋯⋯⋯⋯⋯⋯⋯⋯⋯⋯⋯⋯⋯⋯⋯⋯⋯⋯⋯⋯⋯⋯⋯(132)

5：音乐丛书及综合性曲谱(5039--5057)⋯⋯⋯⋯⋯⋯⋯⋯⋯⋯⋯⋯⋯⋯⋯⋯．．．⋯．．(132)

(1)音乐丛书(5039)．J⋯⋯⋯⋯⋯⋯⋯⋯⋯⋯⋯⋯⋯⋯⋯⋯⋯⋯⋯⋯⋯⋯⋯⋯⋯⋯⋯(132)

(2)综合性曲谱集(5040--5057)⋯⋯⋯⋯⋯⋯⋯⋯⋯．．．⋯_⋯⋯⋯⋯⋯⋯⋯．．．⋯⋯⋯⋯⋯⋯⋯⋯(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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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本。-③古微书本⑥墨海金壶本@218 541
I 一’t一’’’=¨。 一

^． 一1i一乐+⋯’论ji¨．4_ -；3≮舅6·,,3，@i‘544162爱+署4：I，P嚣。⑥541
0001 罘记一卷 [春秋]公孙尼子撰．约公元前五世

纪①礼记本②史记乐书本③仪礼经传通解

本@218 931 936@218 931 936⑨

93t 936 9 351 492 741 781 851，911

0002管子·五行篇[战国]秦汉时人撰约公元前

四世纪①光绪五年(1879)影刊本③四部丛刊

本218
．．

、

0003墨子·非乐篇、三辩篇[战国]墨翟弟子撰

·约公元前四世纪：四鼹丛书本．218·． ‘，

0004吕氏春秋‘·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

音初等篇[秦]吕不韦门客撰约公元前三世纪

四部丛刊本：218 ∥． ，．

0005苟子·乐论、富国、政论等篇[战国]苟况撰

约公元前三世纪四部丛刊本f 218

0006韩非子·十过篇[战国j韩非撰，约公元前

250年四部丛刊本218 ．?一t
“

0007乐元语一卷‘[汉]刘法撰约公元前140·①

汉魏遗书抄本．②玉函山房辑佚书本@218

54l 9”936．0218 351：幺《2．541．781
831 931 936 9 197 492 701 741 851

．911 t．．
。．：，．

0008说苑·修交[汉]刘向著四部丛刊本 218

0009新论·琴道篇 [汉]桓谭撰四部备要本
．218

．． 。··1

0010 白虎通德论·礼乐篇[汉]班固撰四部丛刊

， 本218 ，．

‘001 l 乐经一卷[汉]阳城子长撰[清]王谟辑①

，·汉魏遗书钞本②玉函·山房辑佚书本①218
931 936@218—35l 462 781 831 931

936 9 1．97、‘92 701 7|41。851。911：

0012乐纬动声仪一卷[魏]宋均注①玉匝山房辑

佚书本②守山阁丛书本③黄氏逸书本④纬

．． 搪本⑤古微书本⑤墨海金壶本@218 541

781‘831@541@,541．@541，@541⑥
、 r

541 9 197 462．492 701 741 851 911

931 936 ··，

·

0013乐纬稽耀嘉一卷[魏]宋均注①玉函山房辑

佚书本③守山阁丛书本③黄氏逸书本．④纬

0014’乐纬叶图征'卷[魏]宋均注④玉函山房辑

佚书本。②守山阁丛书本③黄氏逸书本④纬

搐本⑤古微书本⑥墨海金壶本03218 54l

781'831．936：③541③541·④54'1⑤541

@541 9 197 351 46；-：49Z，．。701 741

·j。i．851·911 931．． +．

0015 乐协图征一卷 [魏]宋均注[清]黄爽辑

．①汉学堂丛书本 ②七纬本 ③益雅堂丛书本

：．．①1 781．831 0541’④9 197 351 701

74}93I 85t 911

、0016’声无哀乐论[晋]嵇康餐纽．zso．①嵇康集
‘ 卷五鲁迅全集本②1956古籍刊行社影芾嵇康：

集本①218 781 831 91：1 931 936③

218．781 936 9 596 851⋯ ；．

t ‘‘

0017乐论一卷[晋]阮籍撰约250+：．汉魏遗书钞

本9 197 218 j4l 741 85t：．9．1t·9靼
’936

∞18辩乐[后魏]刘昼撰百子全书本218

0019．乐书一卷[后魏]信都芳撰约530 玉函山

房辑佚书本9 197 218 351 462 492 541

701 741 781 831 851．．911 931 936

0020乐社大义一卷梁武帝撰约540玉函山房

·．辑佚书本9 19,7+218 351．462 492 541

701--’．'。‘7,41 7‘8+1·8‘31t 851 911 931 9、36

0021 乐谱集解一卷[隋]萧吉撰约600 玉函山

房辑佚书本 9 197 218 351．≮462 492

541 701 741 781 831 851 911 931

936、 ．’⋯： ．，

‘+

0022素履子·履乐 [唐]张弧撰百子全书本

218 一
·j ?：： ■

0023·今乐犹古乐赋。(宋]范仲淹撰 四部丛刊范文

正公集218

0024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宋]欧||目修撰j四部备
要本欧阳文忠全集218

0025礼乐．+‘[宋]张载著四部备要张子全书席

．218 ．r．， 一． ，．’·

0026．礼乐论[宋]王安石著四部备要临川集本

218



0027乐律[宋]沈括著梦溪笔谈卷五六补笔谈卷

一218’

一．0028 乐在人和不在音赋[宋]朱长文著乐圃余藁

卷八四库本 ‘

?‘o i’

0029朱子论乐问答[宋]朱熹著旧抄本218

0030典乐要论三卷[明]李文察撰约1545①

明嘉靖间刊李氏乐书本8②明兰格抄本‘③=

十卷明刊本①1②541③911

0031 四圣图解二卷 [明]李文察撰约1545’①

明嘉靖间刊李氏乐书本②二十卷明刊本‘Q1

③911 ’

0032乐记补说一卷[明]李文察撰约1545①

明嘉靖间刊李氏乐书本*

②明兰格抄本③二十卷明刊本①1②541

③911

0033焚书·卷三读律肤说，卷四征途与共后语、红

拂，卷五琴赋 [明]李贽著 1590成书中华

书局1．961版218

0034乐学新说 [明]朱载埔撰约1603乐律全

书本9 218 351 596 741 781 831 851

911 931 936

0035乐经集注二卷[明]张凤翔撰待查①明刊

本②清刊本①218②541

0036古乐义十二卷[明]邵储撰待查①原刊本

②清抄本①140②1 218

0037大乐嘉成一卷 [明]袁应兆撰待查刊本
140 ：

～‘

0038古乐经传或问 [明]湛若水撰康熙辛酉

、u81)资政堂重刊甘泉文集本831

。0039乐书内编=十卷(又名乐经内编)[清]张宣

猷、郑先庆合辑1651自序①清康熙十九年

(1680)于氏刊本②清顺治九年(1652)序刊本

①1②461 541

11040古乐经传五卷[清]李光地撰1708成书

①四库全书本②雍正十一年(1733)刊本③榕

树全书本④清乾隆五十=年(1879)刻本⑤李

文贞公全集⑥雍正五年安溪李氏刊本⑦清校
、

刻本①1 8 218 461 931②1 218 241

781⑤541④541⑤541⑥85z⑦7 651

9

0041古乐经三卷[清]文应熊伪托1718自识传

抄本218

13042乐经或问三卷[清]汪炬(1tll汪绂)撰1728自

序①双池先生丛书本②光绪22年(1896)刻

本 ③清刻本．①218②8 541③1。9
492 851 911

0043乐论[清]童积超(一斋)撰 1807刊本218

0044乐纬一卷[清]黄爽辑约1840①汉学堂

丛书本③纬搪本③守山阁丛书本(91 351

781③541④541 6 9 197 701 741

831 851 911 931‘

13045齐陈氏韶舞乐■通释=卷[清]陈庆镛撰清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一镫书舍刊本21 218

541 851 911

0046．乐记异文考’[清]俞樾撰1876成书春在

堂丛书曲园杂纂本218 492 541 781 851

931 936

0047乐经凡例一一卷廖平撰[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乐山壬氏刻541

2．律 吕

0048钟律书一卷[汉]刘散撰约公元前40①

汉魏遗书钞本‘②汉学堂丛书本③黄氏逸书本

④玉函山房辑佚本∈)218 931 936②1 541

701 781 931 ③541 ④218 831 6—9

197 351 851 911

0049钟律纬一卷梁武帝撰约540玉函山房辑

佚书本9 197 218 351 462 492 541

701 741 781 831 851 911 931 936

0050乐律义一卷[北周]沈重撰约570玉函山

房辑侠书本9 197 218 351 462 492

541‘701 741 781 831．851 911 931

936

0051五经算术二卷附考证二卷 [北周]甄鸾撰

[唐]李淳凤注释4[清]戴震考证约570①算经

十书本②武英殿聚珍本③丛书集成本_④益

雅堂丛书⑤文选楼丛书本①1 741③541

831③218 541④541 831⑤831 9 301

351 492 701 851 936

0052乐书要录残存第五、六、七卷[唐]武则天撰7

约700①日本刊佚存丛书本 ②正觉楼丛书本

③丛书集成④影写日本活字本⑤光绪七年

(1881)合肥李氏刊本(i)218 781 936③218
462 781 851 936④218 541 596 852

．0)651⑤731 9 197 351 492 701 931

0053皇祜新乐图记 [宋]阮逸、胡瑷等撰1049

①清嘉庆间刊本②学津讨原本③丛书集成初

编本④(影印)四库全书四种本⑤旧抄本⑥

抄本⑦四库垒书文溯阁本①218 541④

‘218一’462、．541 831，851 t931 936 ④218

541 596④541 831⑤541⑥731一⑦461



9 197 85l 492 701 741 78l 911
． j ，”·

0054律吕新书三：卷[宋]蔡元定撰1187序①

理性大全本②雍正间周模注本③日本元禄问

刊本④苑洛乐志韩氏释注本⑤旧抄本⑥明

．．刊本⑦四库全书文溯阁本 ①218 936 ②1

’ZOl@218一④218 351．851‘’⑤218：⑥651

@．461
‘‘‘ ‘

0055，词源二卷E宋]张炎撰 约-1280①清刊本·

②清道光戊子(1828)重刊本⑧1918北京大学

出版部排印本④思贤书局本⑤四部备要本

①'218 78l 8”．931 936。⑧301．831③

．．～’391 83j絮-1④8”：．9’z18；．5誓?jlj
”492 851

‘1‘ ’’’

0056东原一篇[元]赵孟频撰约1290松雪斋全

。集本卷六9 2．18 351 492 4831：851 936

0057．律吕成书二卷”[元]刘瑾撰约j340’④墨

海金壶本。②丛书集成本③南海孔氏搬雪楼钞

．本④抄本，⑤四库全书文溯阁本①218 462

。541 781 831 931 936‘②218 541 78J‘

．，852 931 936③931@651 I⑤461 9 197

492 596 701．741 851 911’
‘’

0058声律关键八卷 [元)郑起潜撰 宛委别藏本

，218．．‘54I’8j1．．．’ ．．． 。。：

0059逡语八卷．[明]贺隆辑撰1442自序①旧

抄本②明抄本①1③651’
‘’

0060大乐律吕元声六卷 [明]李文利撰 约1497

①明嘉靖间刊本②旧抄本③朴学斋抄本④

明嘉靖刊本①I③1③7④651 731．

0061大乐律吕考注四卷 [明]李文利撰 约1497

①明嘉靖刊本(显微肢片)②旧抄本①1②7

651

0062律吕直解二卷 [明]韩邦奇撰1504自序

明正德辛巳(1521)岳氏刊本218’
‘

0063苑洛志乐(又名恭简公志乐)十三卷[明]韩邦．

．奇撰约1504’①明嘉靖戊申刊本 ②清康熙

二十二年(1683)重刊本／⑧明嘉靖己酉(1548)二

’十卷本④淮南吴元莱重刊本⑤清道光六年

(1826)刊本⑥关中雷晟裕德堂修补薛氏刻本二

十卷⑦钞本二十卷④请乾隆十二年(1747)关

中式古堂二十卷本’⑨嘉庆十一年修补乾隆十二

． 年朝邑薛氏重刊本二十卷⑩四库全书文溯阁本

①8 218 351 5．41②1‘8 218 541。781

— 83{③7 8 651．④．8⑤701⑥7，⑦731
④8 461④1。@461；401 851’‘～

0064乐律举耍。卷 [明]韩邦奇撰约1504 ④

擘海类编本②商务1印书馆印本①l 462

～541 781 911．936@218 9 197 596

741 ：。·t

：-I：’ 一 ’‘，，“

0065’乐律纂要’[明]季本撰’1539自序‘’①旧抄

本②1日抄本①7②I 一 ‘‘

0066律吕解注二卷⋯‘[明]邓文宪撰“’t523刊”明
‘

嘉靖己亥(1539)曹氏重刊本(残存上卷)‘731 ，

0067律吕新书分注图纂十三卷[明]许珍编‘．1541

i．，自序，一旧抄本‘21’8 ，

”

’一．
‘。

0068乐典三十六卷 [明]黄佐撰 1544自序 ①

明刊本 ②康熙壬戌(1682)重刊本①I 7

-j
21一 一④∥218218 651 931 218 9i31·-一．!

。·j
．f'‘． ’②1。’‘

’’ 。二 。⋯
^t’

、

0069 乐律管见二卷’[明]黄积庆撰+1544自序

明嘉靖三十年(1551)刊本218

0070律吕新书补注一卷(李氏东书天种’-‘[明]李文

’，：察撰约1545①明嘉靖闻刊李氏乐书本利②

t，明兰格抄本’⑧明刊李氏乐书二十卷本①1③

。·‘541③91i
0071 古乐筌蹄九卷(李氏乐书六种)[明]李文察撰

一约1545①明嘉靖间刊李氏乐书本8②明刊李

‘氏乐书二十卷本031@911

0072府宫乐调三卷(李氏乐书六种)[明]李文察撰

约1545④明嘉靖问刊李氏乐书本8③旧抄本

③明刊本李氏乐书二十卷本①1②731③
91l

0073律吕古义二卷[明]吕怀撰1549自序①明

刊本②南菁书院丛书本①218 731②831

541

0074律吕论十三首[明]王廷相撰 约．1550‘明

‘刊王氏家藏集本218 831。851 ‘：

0075钟律通考六卷[明]倪复撰 1501 ①抄本

②抄本③清孔氏擞雪楼抄本’‘④四库全书文溯

阁本03541②651@218④461

0076律吕别书[明]季本撰 1554自序①旧抄

本’‘③嘉靖刊本①7@《151

0077律吕考正一卷 [明]潘应诏撰 1566序 明

嘉靖间刊本218

0078赞钟元统一卷黄钟元统图诠一卷[明]王思

。宗撰1566序明刊本218’

0079皇明乐律书六卷 无撰人 约1570①日本

1131抄本④旧抄本①7③1√‘ f’’’

0080 乐本辨证一卷 [明]柯尚迁撰 1579序明’

林氏．刻曲礼全经附传本7 ?

7

0081：’．律‘历t,融通．t四卷-附音义一卷 [萌]朱载培撰

j⋯：15曲白声考争全书本9 i?7 218+351．
j

596 7‘41 781 831 951 91l一931．936
，

0082 律学浅说四卷 +[明]朱载靖撰’1581自序

5



．乐律全书本．9，197．218 351 596 741 781

83l 851 911 931

0083律吕正声六十卷 [明]王邦直撰 1586自序

明万历间刊本218 731 —

0084．乐经以俟录 二明]瞿九思撰．约1590 ①明．

刊本②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史学迁刊本①

．218③936 j：，．

0085圣寿万年历二卷[明]朱载墒撰 1595表进

乐律全书本9 197 218 351 596．741 78．1
，●

●

．831 851．911
●It ●

0086万年历备考三卷．[明]朱载培撰1595表进

乐律全书本．9，197．218 351 596 7．41

781 831 851，911 931

0087 律吕精义内篇十卷[明]朱载培撰．1596，．自

序①乐律全书本②万有文库本③内外篇二

十卷附律学新说四卷明万历郑藩刻本(D218
j

831 936②301．③1 9 197 351 596

741 781 851 852 911 1931
I

0088 律吕精义外篇十卷[明]朱载墒撰 1596自

序乐律全书本9 197 218 351 596 741

781 831 851 852 9，11 931 936
．

p
． ．

01089算学新说不分卷 [明]-朱载墒撰 16．03刻成

①乐律全书本②万有文库本．④218 831②
“

，

301 9 197 351 596 741 781 851 911

931 。．

0090．三才图会一百零六卷(人事卷九律吕) [明]王

圻编1607自序明万历间刊本1

0091古今律历考七十二卷[明]邢云路撰1608刊

①清刊本③丛书集成本①218②197 2．18

oo．9,2嘉量算经三卷E明]朱载．埔撰1610自序

①宛委别藏本③商务影印故宫选编宛委别藏本

④831‘936②1 9 218 701 781 851

，．911 936’ ．．

0093律吕正论四卷．[明]朱载培撰明刊本9 218

851
●‘·

0094 律吕质疑辨惑 [明]朱载培撰 明刊本 9

218 851 ．

0095圆方勾股图解一卷 [明]朱载埔著 明刊本

218、 ．．

0096含少论略一卷[明]葛见尧(中选)撰约1615

明天启间刊快书本，1 851

0097察律十二卷附外篇三卷[明]葛中选撰1618

自序①明刊本②光绪壬寅(1902)重刊本③

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④嘉庆十五年(1810)五

华书院刊本．⑤云南经正书院重刊本①218

②1 8 218 741 851 891③541④462

6

541 01．7 8，70l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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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律吕一卷明(?)人撰明末清初(?)啸余录本
218、‘ 。～．一

’’

：

0099律吕考订 [明]郭良翰辑．1．640自序 旧抄

本218
’

-t

0100律吕节要五卷不著撰人待考．抄本218

0101律吕参解四卷[清]杨云鹤撰陈梦璧评校

清刊本218 、

0102离音弋载一卷 [清]胡世安辑 约1660清
。

初刊操缦录本218 831
～ ‘‘

，0103律吕心法三卷(隐山鄙事) [清]李子金撰

1661自序清初刊本218

0104采衣堂浅说十四剐 [清]毛万龄撰 约1670

．竟山乐录附刊本9 218 831

0105古乐书二卷[清]应扔谦撰1678①商务影

印四库珍本丛书本②钞四库全书本③四库全

书文溯阁本①1 218 851 01③461 197

．492．701。741 7密l密3i：9“931·936"

0106竟山乐录四卷(又名古乐复兴录) [清]毛奇龄

撰约1680①西河合集本②龙威秘书本

③颜李丛书本④丛书集成本．⑤四库全书文溯

阁本①218 462 541 831 9．31 936③

218 351‘462 701。781．831 911 931

936③831④596⑤的1 9 197 492 851

0107皇宫定声录八卷 [清]毛奇龄撰 约1680

④西河合集本③四库全书文溯阁本09 197．
，，‘

218 492 741 831 851 911’‘931 936
～

②4‘61“’
● 。

01．08圣谕乐本解说二卷[清]毛奇龄撰约t680

①西河合集本③昭代丛书本③四库全书文溯

阁本@218 462 851 931③541 936③

461 9 197 492 741 831 911
。

0109钟律陈敛一卷[清]顾陈塘。撰约1680①

道光间刊玉停闲书本②赐砚堂丛书新编丁集本

③味菜庐排印本①218②1 462 931③

731 9 541 701

0110．．难光录一卷 [清]吴乔撰约1680①指海

本②清初刻本①1 9 492 541 781．831

‘851‘931．936③492

0111 律吕图说二卷 [清]王建常撰约1688成书

．清乾隆甲子(1744)集义堂于{J本1 8 218 731

0112 音律存徽 [清]伊世衡撰．康熙三十六年

(1697)福建宁化刊本911

0113学乐录四卷[清]李港辑1699自识①西

河合集本②龙威秘书本③颜李丛书本④康

熙三十八(序)武强贺氏校刊本⑤四库金书文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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