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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京的盛暑咄咄逼人，友人送来南大包《中国音乐通史健

编》的文稿。打开阅读，好象晋人颜键之吃甘震所说，从熏尾吃

到震身，渐入佳境。看过之后，颜有回味;约略言之，觉有如下几

点:

这本书材料相当丰富，但又不是贪多务得的一份大账单，高

是慎于取舍的。书中捺了参考历代有关著作之外，还有选择地

吸牧了新的音乐考古成果，如河南舞陪县贾潮的骨笛，青海大通

县上升家寨的舞蹈纹彩陶盆，河南三门块店底均出土的陶钟， w

百襄汾梅寺遗址出土的夏薯，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秦始皇陵刻

有"乐府"二字的错金银钮钟……，这些最新材料使得我国音乐

的可靠历史提早了将近 4000 年。有人说，读史可以增强人民

的爱国心，读音乐史也罔样使我们为程厘能有这样悠久灿烂的

音乐文化百感到无比自豪。

毋庸讳言，过去的音乐史著作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某

些音乐家的评价曾不免有偏激之处，对音乐作品的分析也往往

片面强溃了思想性商忽略了作品前艺术娃e 经过十多年来的拨

乱反正，这本书的作者显然已经采取了比较严谨的历史唯物主

义态度，对历史上的音乐家能够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份。写

到这里，想起近年来有一种议论，认为应该重写音乐史，不错，过

去评铃铺颇的倾向应该予以纠正，但决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患主



义捂导思想:。马克患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必须坚持的，放弃不

得的。

中国音乐的发展史由于时代跨度长，地域非常大，以往的音

乐史著作，一般写古代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写近代总不会上溯到

鸦片战争以前，或者只从 19 世纪末叶写起。眼前这本音乐史

却是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写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是自前所见的第

一部中吕音乐通史的著作。读者一卷在手，好比一口气就看完

了中昌音乐的历史长汗窜。这也可以说是集体编写的优点。当

然，集体编写也有风格不够统一，叙述难免错杂的地方，不过绝

对的尽善尽美是没有的，不可以因此贬抨集钵编写的好处。七

卷本"牛津音乐史"的编写工作也是由多数人分担的。我的意思

并不是拿这商本书梧提并论，只是企菌说明分章编写比较能保

证质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集体编写是可以有较多

的机会发挥所长的 e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给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梧

当的篇幅。这是过去提少涉及的领域，对展示音乐发展的全维

也是不应忽略的。

信笔写来，卑之无甚高论。据我所知，全E各个艺术、高!原

院校音乐系一直迫切需要有一部深入浅出、条分缕析的音乐史

教材，这本书的出服恰好填补了这方富的空缺。同时，它还将作

为普及音乐史知识的大众读物发挥很好的作盾。这也许可以算

是今年出版界的一件喜事吧!

E墓辅叔

1990 年 9 月 14 13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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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本书由全国十→所高等师范、艺术院校从事中国音乐史教

学的部分教辉合作编写，吕的在于编成一部自古贯今的中国音

乐通史教科书。同时，作为一部具有深入浅出、篱明扼要特色的

音乐史读物，也适宜于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阕读，从中可以

了解我国悠久'她烂的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

全书由文字、留片、谱倒组成。第一至第七章为古代音乐部

分，第八章为近代音乐部分，第九章为现代音乐大事记，三者有机

地组成中国音乐历史长河的摄貌。名之"简编气是由于这本书尚

不足以成为一部包罗万象、巨细无遗的通史著作，但现有容量中

仍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最新的学术信息以及汇集编著

者多年积累的教学心得。本书力图用自主物史观去探索我国凡千

年来音乐发展的规律，对于各个时代的重要音乐文化现象、音乐

人物和音乐作品，也力求在资料准确的基础上作出客班市公正的

解释与评价。一部优秀的音乐史著作，应该能够具有弘扬民族文

化，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的社会效益。很难说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是为此而努力的。

本书执笔者按章节顺序如下;

题柱锤(第一、二章)，郭树群(第三、四章，第八章第八节)，

刘再生{第五章) ，赵为民(第六章) ，刘镇侄(第七章) ，郑锦扬(第

八章第一至四节) ，项阳(第八章第五、七节)，再继离(第八章第



六节，第九章)，王玉成(第八章第一、五节)，黄魏如(第八章第一

节) ，祁文捷、(第八章第八节)，其中个别章节在两三人供稿基础

上撰写，全书体倒自古至今均按朝代j项序排列，以求规格的统

一。第九章原已按全书体倒写有初蓓，后经研究认为有关当代

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尚待进一步探讨和总结，商改以大事记方

式，翔实撞记录了这一时嚣的重要音乐史实。

本书编写过程大致是集体拟定提绢，分工执笔编写，然后在

集体通稿的基踏上哥作修改，最后由主编、副主编审稿、定稿，可

以说是一项名副其实的集体劳动成果。多人合作编写的著作往

往是利弊各有、瑜瑕互见，长娃是能够发挥集体智慧，各尽房长，

弊端在于风格、文字难于完全统→，虽经褐色，仍遗有痕迹。黯

望专家和读者多予挂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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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军一」聋主 运主主五、 I 、 吾寄自幸剪3
〈约 8000 年前一一一公元，前 11 世纪， ) 

第一节概述

我国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部E家.-r--，同属古音

乐文化发展较早的主界文明古国尚有埃及、印Jj(， 巴比伦、肆尼

基、巴勒斯坦等亚洲、非洲国家。欧褂i音乐黎费时期晚于亚割、

非洲，以古希黯音乐文化发展最旱。

我们的祖先在祖国的国土上生患、繁衍大约有 170 万年的

历史。原始社会的发展非常缓慢，直至距今 4000 多年前(公元

前 21 盘纪)才进入奴隶社会，这就是夏朝。夏朝逐渐进入青铜

时代。①经过 500 多年，离汤灭夏，建立了商朝。离幸自存在 500

多年，创造了她烂的青铜文化。商朝E使用文字，在甲骨文中保

留了一些可供研究的音乐文化史料。

我罢音乐文住可考历史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根据最新资

料.1986-1987 年先后在河南舞阳县贾潮发现七音孔和八音孔

骨笛计 18 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七音孔骨苗居简单指撞即

可以吹奏出像向北民歌《小白菜》这样的曲谎。根据 10 个墓葬

的发现，均有骨笛作为菇葬物，说明音乐活动已有一定普遍性。

①孙森著《夏商史稿))1987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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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碳同位素 14 c 测定和树轮校正，被视IJ

定的骨笛年代为距今 7920 年( 士 150) 0 'l) 

这样，我们可以有科学根据地说，我国古代

音乐文化已有约 8000 年可考的历史。(图 l

-1)这些骨笛比 1973 年在浙江余姚县河

姆渡氏族社会遗址发现的只有两三个按孔

的骨哨先进.而河姆渡骨哨 (图 1-2) 比舞

阳骨筒却晚了 1000 年 。 说明在我国广大

国土上古音乐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另根

据考古出土大量的吹奏乐器顷，其中最早

的为约 6000 多年前的无音孔和一音孔的

古顷，也大大充实了我国可证的古音乐文

化。

考古学家在青海大涵县上孙家寨发现

的一只距今约 5∞0 余年、有舞蹈图像的彩陶

盆(图 1-3) 。在盆的内壁有三组舞者，每组

五人，手挽手列队跳舞，舞姿优美，富于节奏

感和情感，舞者头上有下垂的发辫或装饰

图 1-1 物，身边拖一小尾巴，可能是扮演鸟兽的装

饰物。 这是我国乐舞有悠长历史的确证，可与古籍上记载有关远

古乐舞的传说相印证。

①本直在有关河南舞阳县页湖发现骨笛的材料，均据黄翔鹏: ((舞阳贾湖骨笛的濒IJ

音研究>> (((文物>> 1980 年第 l 期) ，意忠良 《骨笛之雄17古乐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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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1-2

罔 [-3

关于夏的文化，近年来考古学家与历史家对它的研究有所突

破，主要是集中在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 但对夏代音乐文化发展

可证的出土文物不多，可以肯定为夏代乐器的主要有石署、陶填、

陶铃等，制造工艺比较粗糙，种类较少。与史籍中有关夏音乐文

化发展的盛况，有较大距离。 如《管子·轻重甲篇》记载夏末歌舞

活动已很盛大:

3 



昔者菜之时，女乐三万人，晨澡于端门，乐闻于三倍，是无不

服文绣衣裳者……策无天下'珑，饰妇女钟鼓之乐。

离代音乐文化己发展到较高水平，音乐被统治阶级用作享乐

及祭祀的工具。当时手工艺已有很高水平，所以能帮造出精美的

玉蘑;而青镜铸造业的发展，又为制造出铜鼓及钟、铸、镶等乐器提

供了可能。军骨文记载的乐器名大约有 20 多个，但有些字还不

能准确辨认。音盼的观念已经成熟，于是有编磐、编钟的出现，能

以较大声喝演奏出简单的曲调。

商代音乐的发展为以后周代盛大的礼乐活动提供了条件a

第二节 古文献中关于音乐起源的观念

人类的进化是不断劳动的结果，人类在进行创造物质财富劳

动的同时，也创造着精神财富。音乐起草草于劳动的学说，应该从

上述基本班点加以考虑。我嚣古代文献有关音乐起攘的记载(大

多是传说).反映的是音乐起草原于多源的观念。

一、音乐作为一种精褥力量的需要商产生

原始人为了求生存，必须与险恶的大自然苦斗，在不能战胜

大自然和客观环境时，就产生需要精神力量的支助，后来逐渐演

变成巫术，原始音乐的传说反映出这种影态。下面举出两伊J: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雨~a 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

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胡气，以定群生。①

(从前，远古朱襄~治理天下的时候，经常刮大风，因雨阳气

过分旺盛，各种东西换散解体，草木果实都结不成，所以士达制作

①《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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