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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说明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文化是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各族人民

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其历史之悠久，品种和曲目之丰富，为世界器乐文

化史所罕见。由于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器乐曲主要流传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如不抓紧时

间进行收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有丧失的危险。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于1979年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

围内，对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等多种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全面

地、系统地采集整理并决定分4种“集成”予以编辑出版。《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便是

其中之一种。

1

国家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抢救民族民间器乐曲这．份优秀音乐文化遗

产的有利条件，于1984年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本“集成”为国家艺术科研

重点项目。

根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方案》中有关编辑体例的规定，《中国民族民间

器乐曲集成》按全国现行行政区划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分卷单位编辑，全书共31个地

方卷(含台湾卷)，是一部多卷本民族民间器乐文献性资料丛书。为此，各地方卷的编辑均

遵照“质量高、范围广、品种全”编辑方针，将音乐的学术性、史料性、实用性等方面很好地

结合起来；并对入选“集成”的曲目尽可能配齐原始录音资料，撰写出各类型、各层次释文，

附以必要的图表、照片和索引。更好地提供音乐工作者以及考察我国社会、文化、历史、民

情和风俗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们研究之用}更好地为弘扬我国民族优秀音乐文化和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根据“编辑方案”关于收集范围的规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除了全面收编各

民族的民间乐曲外，对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古典乐曲、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含声乐部分)也

应予以收编。

根据“编辑方案”有关分类原则的规定，除按上述行政区划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

外，各地方卷原则上按器乐曲的音乐体裁和乐种归类，对于少数民族和情况比较特殊的地

区，则是先按民族再按音乐体裁或其他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方法进行分类，对宗教音乐



(含声乐部分)是先按教别，再按乐曲功能和类别分列；宫廷音乐则酌情按乐曲的内容或体

裁形式分编。 ．

根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本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的意见，《中国民族民间器

乐曲集成》的编辑审定程序，各地方卷的编纂工作主要由各地方卷编辑委员会(编辑部)负

责；全国编辑委员会和总编辑部在审定过程中提出修改意见，仍交由各地方卷编辑委员会

(编辑部)进行修订定稿，经全国编辑委员会主编终审通过后，最后交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验收并交付出版。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是一部系列化的大型音乐文献性资料丛书，卷帙繁浩，成

卷费时，困难较多，当会存在不少疏漏和不足之处。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书在今

后再版时能有所改进。

2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199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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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映出的音乐思维等方面看，也说明了在我国两千四百多年前器乐文化已具有相当高

的文明程度。

李斯是战国时秦相，他在《谏逐客书．》中写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

耳目者，真秦之声也。”(见《史记·李斯列传》)后面还提到“郑卫桑间，《韶》、《虞》、《武》、

《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

而已矣”。这说明秦国主不仅可以欣赏秦音，中原和西域的音乐也在这里流行。

从伯牙、成连等琴师的故事看来，春秋战国时，古琴的演奏、流行不仅已相当普遍，而

且它作为一种独奏乐器，其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也已有很高的造诣。《列子-汤问》中记

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日：‘善哉，巍巍兮若泰山l’

志在流水，钟子期日：‘善哉I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

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

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日：‘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J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

声哉?埘

从这段著名而生动的记述考察，早在先秦时期，音乐演奏者不仅在乐曲意志、情操、心

绪的表现上已经有很高的造诣，而欣赏者也能从音乐演奏中领会其形象意趣。从三国魏时

人嵇康对《广陵散》的生动弹奏，也说明了我国器乐的演奏和对器乐艺术的认识、理解等方

面，都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以后，又经隋、唐时期与外域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盛唐时之

乐舞、大曲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域音乐文化的广泛吸收，给予我国民族民间器乐艺术的发展

增添了新的血液，并取得了巨大进步。

在11世纪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包括器乐，是相当发达的。直到15世纪，相当于明

代中期，我国民族民间器乐艺术，在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中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民族民间器乐文化在各个时期的情况，有其不同的发展特点。

先秦时期，较早见于文化资料的是《尚书·舜典》中的有关古代歌舞的记载：“⋯⋯夔

日t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根据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的记载，先秦时期出现的乐器已

有30多种。那时人们便根据乐器制作的材料，将众多的乐器归纳为8类，称为“八音”，即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

1．金属乐器有；钟、编钟、镛、钲、铎等；

2．石属乐器有：磐、编磬等，

3．丝属乐器有：琴、瑟、筝、筑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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