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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修身主德，修书主言 (代序)

吴 戈

五年前，刘蓝先生编著的《诸于论音乐一一中国音乐美学名著导读》出版，凡

18 章 ， 辑注了 23 位能够确考的前贤和一些只能推断的雅士所留下的音乐言论。 论音

乐的前贤如孔子 、 墨子、老子、 庄子、苟子，懂音乐的君王如李世民 ， 通音乐的诗

人如阮籍、秸康、白居易、欧阳修， 谈音乐的思想者、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蔡

元培……赠精竭虑，呕心沥血，辑原文，做译注，校锚说， 撰导读 ， 44 万字的著作，

梳理了一条中国前贤论音乐的历史脉络和理论思路，为音乐学科的建设做了一项非

常扎实的基础工作。 那时的他， 已经是 76 岁高龄。那是我对老先生的初次抵近观察 ，

立刻感受到他强健的生命活力、 充沛的学术精力、 i主观的生活能力 。 我对他的判断

是:霜色在脸上，春意在心中。老先生嘱咐为他的书稿作序，我欣然命笔， 写下了

《阅读霜叶》的一篇文字 ， 一则向作者致敬 ， 一则向读者推荐。

五年后，刘蓝先生在 81 岁高龄上完成了更大的一项工程。 他倾注心血、积年累

月地持续攻坚所得到的成果《二十五史音乐志》囚卷本的第一卷即将付梓 ， 执意要

我为之写序 ， 敦促再三。 我作为晚辈后学， 害怕却之不恭，拂了老先生的一片诚意 ，

只好应承下来。于是，在每日的校务管理和开会忙碌之余，搁置自己的研究，推延

已经一欠再欠的诸多稿债 ， 开始断断续续地研读刘蓝先生的成果，读了整整一个月 !

其实 ， 若果时间精力允许，那么，为人作序 ， 完全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别人的

学术成果，先睹为快，可以学到自己先前不知道、不明白、糊里糊涂或一知半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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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识、概念，这是一层 ; 循着别人的探究钻研思路 ， 看到的是别人的观察角度

撤职的独特风景 ， 丰富自己的视野 ， 开阔自己的眼界，又是一层 ; 看 "队伍强校 ，

学术兴校" 的理念在老教授身体力行的表率中彰显 ， 坚定云南艺术学院办学思路中

"尊重人才、吕明学术"的环节，更是一层。三层含义，对管理者来说，实际上都具

有对不同层面知识的提高认识，加深理解的学习意义。至少 ， 我自己是这样。

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开始了对中国音乐文献的阅读。

在刘蓝先生的研究中，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清史稿}， 25 史里，l7史有音

乐志书，而记载三国历史、南北朝一些朝代旧事、五代十国时期的 8 部史书里没有

相关的音乐志文字 。 刘蓝先生就将 17 部史书有音乐志文字的内容作为整理注疏、解

读评价的对象 ， 分为 l7 篇 ，陆续编写成长达 4 卷的、贯穿着 "补选、解读、评说"

的个人智慧与学人印记的巨著 ， 完成了他对中国音乐志书的贯通性梳理。

如果说， ~诸子论音乐》是从读解大贤硕儒的个人论述出发 ， 来梳理中国音乐理

论和音乐美学的发展脉络的话，那么， ~二十五史音乐志》更偏重从历史发展、社会

变迁的背景下来归拢史书中记载的中国音乐文化的状貌。 大致涉及:中国音乐思想

表述，中国音乐器物的特征，中国音乐的音律乐理，政权形象突出的庙堂礼乐与地

域色彩浓郁的乐府民歌 乡野诗风传承、流变中的音乐文化核心概念与美学内涵

等。在历史概况、 原文、注释、译文、补遗、解读和评说的写作体例下， 刘蓝先生

最有价值的学术努力在于作为一个有历史学素养、 一个有古汉语功力的音乐史论教

育者对历史文献中音乐论述的解读和注疏。应该强调，刘蓝先生不是作为一个训沾

学学者、语言学家去对 25 史中 17 史里所具有的音乐论述、记载文字进行注释、翻译

和纠锚的， 而是作为一个有学术研究积累、有古汉语功力的音乐人对那些史料爬梳、

对那些文字注疏、对那些概念辨析、对那些论说判断的辛勤努力 ， 这就不是一般的

文从字顺的翻译或泛泛的人事掌故的注疏了 。 其中，史实背景辨析、资料基础查i正

是断免不了的， 但更重要的就是，作为音乐史i仑的多年研究者和资深教学者，刘蓝

先生用自己的眼光对资料的辨析和对论述的判断 ， 精粗真伪、高下曲直，在他的细

心明察与审慎辨析中 自然浮现，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家或一个纯粹的语言学

家能够完成的工作了 。

这部大书 ， 标志着刘蓝教授一生善于思考、勤于行动、 甘于寂寞、敢于碰硬的

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学术精神的新境界、人生成就的新高度，是对音乐学学科基础

理论建设工程中更为基础的"文献研究"的重要贡献。 从这些文献看来，所包含的

内容十分丰富: 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音乐律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发生学、音

乐伦理学、器乐材料学……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和使用这些材料，都会有不同的

收获。

这部大书，也是学人成果的苔萃和智者能量的汇融。 正如刘蓝先生在《前言》

里写到的，译文采用了出版成果 ， 而对自己力所不逮的"律历志力邀精于律学的

2 



修身立德，修书立言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同事罗筑瑞加盟完成。 在自己力量局限的边界， 与同伴携手

前行。正好印证了云南艺术学院的校园精神一一"相互欣赏，彼此成就" 。

这部大书，还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装的成果。 刘蓝先生经年努力积累所搭建的

研究框架里，有了新鲜血液 研究生们的进入。 这是一种力量的累加和学术的传

承。在收集资料、校读译文、整理评述的过程中，研究生们会在导师的指导中得到

耳濡曰染的教益与学术训练的积累，为日后的学术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成为该领

域研究的后备军。培养研究生，必须有这样的学术能力和团队意识。

这部大书，更是他的人生追求的一次响亮宣言。在刘蓝先生为他的著述奔走，

因他的成果而喜悦的时候， 他耳畔的许多声音是为股票的涨停、跌挫发出的狂喜或

唾怨，他身边的许多身影正在疯狂攀高、剧增泡沫的房价前曲扭、变形。 刘蓝先生

居然在屋子正中架设两台电脑 ， 一台是浏览股市、 房价信息的窗口， 一台是他俯仰

天地、顾盼古今的工作平台 O 前者，他有一种"玩儿"的神情，说起那些行情的涨

跌来，他满脸是完全与年龄不相称的天真顽皮神情 ; 后者，他持悉心认真的态度，

讨论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一副拉开架势、执拗较真、不依不饶的态度。 注目着

他笑笑的模样 ， 端详着精干的身材，打量着他不事雕琢的居住环境，联想到他曾经

塞外牧羊的人生坎坷， 一些念头杂乱无章地主塞在意识里 : 颜回居陋，不改其志;

苏武牧羊，不失其节 ; 文姬归j叉，书续诗传……那么，经历了太多人生风雨、跨过

了许多生活坎坷的刘蓝教授，其节其芯何在?

在我看来，他几十年不失其节、不坠其志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修身立德，修

书立言。

立德，以他早年投身革命、 冒过生命危险捆腹激流完成任务的经历，以他后来

求学、教书、孜孜不倦、教书盲人的经历，以他退休后仍在培养人才、追求学术、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经历，他用 81 年的岁月修身立德 ， 套用现在的熟语讲，就是

经过实践检验，验收合格了 。

立言，以他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修为和已经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看，也确

乎足以传世 。 但是 ， 修书立言，似乎是他早年塞外流放归来后想要终其一生完成的

更重要的使命。 似乎，他要以一种方式来证明，他的生命价值是抹不去的。 他在岗

教书盲人的岁月几乎献出了所有的课外时间， 常常写作到凌晨方休" (见刘蓝编

著 《诸于论音乐·后记}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离休后 ， 尽管仍旧招收研究

生，但是课程的密集程度已经不像从前。 他几乎捐弃了所有的休闲娱乐时间 ， 还是

"常常写作到凌晨方休" 。 他笔耕不辍 ， 花掉了可以遛鸟走犬、 安气养神的整整 21

年 ! 显然 ， 写作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恍然有悟，刘蓝先生意欲在教书育人中立

德，希望在探索学术时立言。 修身立德 ， 修书立言，便成为他延续学术热情、证明

生命价值的特殊方式 : ~白居易与音乐}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音乐欣赏教

程}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音乐欣赏} (台北文津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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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漫话þ (台北文津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中外音乐欣赏þ (远方出版社 2003 年

版)、《中国音乐史þ ( 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西方音乐史þ ( 远方出版社 2003

年) 、《诸子论音乐 中国音乐美学名著导读þ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音

乐漫话þ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眼下四卷本的《二十五史音乐志》……还有

煌煌巨著跟在后面O

恒常的努力，持续的攻坚，连缀身后深深浅浅、曲曲折折、可能还跌跌撞撞但

是一往无前的脚印 。 五年前，我在《阅读霜叶》那篇代序中评价刘蓝先生的学问，

"常常是碎玉之拾摄，每每呈涓流之汇融。 也只有像他这样的有心人，才能够常年坚

持，日积月累， 笔耕不辍，终于圆通畅达， 大有可观" 。 似乎，也适用于此时此刻所

面对的《二十五史音乐志》体现出来的特点。 刘蓝先生没有学说上鸿基伟业的大创

建 ， 没有理论上经天纬地的大框架，没有体系上自立门户的大柱石，所有的，是漫

长岁月 中点滴积累起来、蔚为壮观的知识点。 其实，这也是学术江湖中不可小觑的

门派。 聚精敛力，绵掌寸拳，闷声藏势，练的是内家功夫。 小招式，小擒打， 一招

制敌，管用就好。 刘蓝先生的学术生涯展开， 靠的正是这种路数。 展开得极有耐性，

徐行渐进，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地解决，积累到一定程度，来一次总体回湖，就有

了一种"一览众山小"的高度。 因此， 每一次大成果，都是刘蓝先生以"蚂蚁啃骨

头"的方式啃下的"硬骨头" 。 化整为零，再集腋成袭。 以《二十五史音乐志》的

成就看，实际上是对他从前的从不同角度打量、逼近中国音乐文化史料和历史人物

所见、所思的集大成，这再次证明了他的土述学术路数的有效性。

也许 ， 这是一种与刘蓝先生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执拗追求的人生相匹配的学术能

力，也是一种与坚韧的人生信念和平实的价值信条相吻合的治学方法。办大学，需

要各种各样的教师、学者，刘蓝先生肯定是其中一种。

修身立德，修书立言 ， 然后 ， 立人可也。刘蓝先生在教书育人的立德立言中历

练自己，走向立人。 或许，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是为序。

2010 - 2 - 12 ，昆明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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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前

在人类生存的这个星球上，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璀琛的传

统文化?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具有这样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又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具

有这样数千年连续不断的音乐文献，世世代代连绵不绝地承载着这一伟大民族的精

神文明?

只有中国，只有中华民族。

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史家称为"正史即"二

十四史加上《清史稿~ ，成为"二十五史" 。 它贯穿了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自

成体系，乃是全肚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 本书将其中的"音乐志 一网打尽" 。

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 几乎每个朝代的史书里都记载着该朝的音乐状况，

为我们这些干载之后的子子孙孙提供了无比浩繁的古代音乐史料，足见我们的祖先

历来都很重视音乐文化，并且不断地继承井创造着音乐文化。 从"史圣"司马迁的

《史记·乐书》开始，直到民国初年成书的 ~i青史稿趴在这些无比丰富的历史文献

中， 音乐文献乃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必须把这些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加以

保护 ， 加以传承。 刘蓝编著的《中国音乐史~ (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 一书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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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写的 :

今日之音乐，乃是昨日音乐之继续与延伸 。 吾人必须了解昨日之音乐，

明白今日音乐之所以如此，方能继往开来，创造更加绚丽的明日之音乐 。

是故，音乐史乃是音乐学生之必修课程。

各个朝代记载音乐历史的篇目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实质则一。例如:在司马

迁的《史记》里就叫"乐书在《汉书》、《新唐书》和《元史》里就叫"礼乐

志在《隋书》和《旧唐书》里就叫"音乐志其他如《晋书》、《宋书》、《南

齐书》等九部史书里都叫"乐志"。刘蓝把所有"正史"里这些原来归属于不同时

期、不同朝代、不同名称的数干年音乐史料集中起来编辑在一起，对原文作了注释，

加上现代汉语译文，再加以补遗、解读和评说; 虽有的朝代的史籍无音乐志，但为

了适合现代习惯的称谓，我把这部巨著总名日《二十五史音乐志》 。

河南舞阳县贾湖出土的骨笛，证明了中国有八千年以上悠久的音乐文化。遥远

的时代不说，即使是从周代算起，三千年来的音乐史料就相当丰富，尤其是二十五

史里所保存的"乐志"非常宝贵，非常可靠。 但是要知道， 一套二十五史足够摆满

一个大书柜，除了少数富人以外，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和穷学生是买不起的，只能望

洋兴叹罢了。正如西方小提琴一样，音色美妙、价值连城的世界名琴往往珍藏在大

富豪家的玻璃柜里，而真正需要演奏雅琴的小提琴于却天天拉着普通琴。 简而言之 :

富人有钱但不想买书，书生求学却买不起书 ; 富人即使买书也只是作为书房的摆设，

真正渴望读书的穷书生则只能 "望书兴叹" 。 所以古代的穷书生感叹道人穷难买

三干卷，折腰不为五斗米。 三千卷"指二十四史，它实际包含三千七百卷。 )

刘蓝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穷书生、穷教师。半个世纪前，从我青年时代下决心从

事音乐史研究开始，就如饥似渴地梦想着拥有一套二十四史，从中获取我教学与科

研所需的音乐史料。 可那纯粹是异想天开。想当年我每月五十元的工资一直拿了二

十几年，还被"发配"到雁门关外，连回乡探亲都不可能，更别提三年两载来一次

上山下乡劳动改造，甚至曾被扫地出门。在塞外牧羊的日子里，我感慨万千，吟诗

两句曰生平无大志，但愿归故乡!"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回到云南，

在艺术学院安定地从事研究和教书盲人的工作，情况有所改善，可是要购买一套二

十四史仍然困难。 一一就这样苦熬了半个多世纪。

"不经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 1 "

2004 年，我辑著《二十五史音乐志》的科研项目才一提出，就得到云南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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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吴卫民，当时的副院长李小明、陈勇等有关领导的支持和鼓励。 2005 年， 我

发现昆明新知图书城摆着一套精装的《二十四史全译}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

版，共 88 册) ，使我羡慕得馋涎欲滴。 一经打听: 一万二千元。 哎哟!当时大女儿

刘青在德国留学，我辛辛苦苦攒下一万元人民币，汇到德国就只有九百多欧元;小

女儿刘依娜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书 ， 每年也要花两万多，如此沉重的负担，我哪有

能力购买这么贵重的书?但我不死心，有空就去新知图书城转悠，转悠了一年多 ，

和那位女售货员也搞熟了 ，终于感动了她善良的心，几次为我去找营业经理商量 ，

最后同意把这套精装的《二十四史全译》以九千元的优惠价卖给我。 我当然心怀感

谢，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能立即拿出这笔钱，突然想起我们云南艺术学院早年的毕

业生宋建平(近年下海经商 ) ，在他前几年结婚时对我说过刘伯伯，我现在生意

上有点起色，你要是出书有困难只消说话。"我想:此时不说，更待何时? 立即给宋

建平打电话，他立即回答我送你这套书。 " 于是，第二天上午，他的漂亮的小娘

子果然给我送来了九千元书款， 当天下午书店就把这套金光闪耀的《二十四史全译》

送到家 。 梦想了五十多年的全套史书终于成为我书房里的"镇房之宝"。此时，我的

内心涌上了诸如"得道多助苍天不负有心人"等等令人感慨的词句愚公移

山果然可以感动"上帝" 。

在得到这套宝书之后，我向老朋友宋国藩和爱生宋建平表示道谢时，国学基础

深厚的国藩兄(植物学家)也十分感慨，为我背诵了一首古词，词云 :

三千卷，求不得。 不慕陶令图自洁，不寻桃园梦中月，食荠强歌念不

绝。 念不绝，霜才在桃李孤灯灭 。

一一这位古代穷书生在吃着野菜、艰难度日之时，对二十四史仍然勉力歌唱、

念念不忘。本人对此深有体会。遗憾的是那位不知名的词作者直到"霜摧桃李孤灯

灭" 老死都没有求得 "三干卷而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做学问正当其时、孤灯

未灭的古稀之年，已经拥有"三千卷再加上。青史稿》八百多卷，我孜孜以求的

二十五史就有"四干五百卷"了。宋建平送我这套书，无论从师生情谊或使用价值

来说，胜于送我一辆"主马"轿车。

有感于历代学者求知欲望之强与购买书籍之难，我立即着手为音乐界的后学子

孙做这么一件事一一把二十五史里的 "音乐志" 集中起来，加以适当的注释、译文、

补遗、解读、评说，成为一本独立的《二十五史音乐志》 。 这样，大家就不必对二十

五史望洋兴叹，只要拥有此书，就能把我国数干年来各个朝代正史的音乐史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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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打尽大大地方便学习、研究了 。

为什么前文一会儿说 "二十四史 一会儿说"二十五史"7 因为，从 《史记》

到《明史》的二十四部史书已经被史学家列为正史， 就叫作"二十四史而民国初

年编写的清朝史书在近代史学家中颇有争议 ， 连该书的主要编者赵尔典先生在"序

言"中都说 "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于是只好将该书名为《清史稿》 。 此稿修于

1914-1927 年间，修史时所立请史馆的馆长最初为赵尔翼，赵去世后由柯召力志代理。

近代有些史学家仍然认为，虽然《清史稿》某些作者的观点、 立场不可取(例

如把革命英雄诬为"匪徒" ) ，但其史料极其丰富 ， 应给予相当重视。 如此 ， 在二十

四部正史之外， 加上 《清史稿} ， 就称"二十五史" 0 ~清史稿》未被列入正史，未

经当时官府承认 ， 又是初稿，但是刘蓝认为此稿不可小觑 ， 其音乐史料没有问题 ，

并且拥有八卷之多，仍然是我们祖国音乐文化的宝贵遗产 ， 所以决定采取"海纳百

川 1 " 的态度收入本书，和历史上所有朝代的 "音乐志" 一视同仁。

二十五史里 ， 大部分史书都有 "音乐志" 而有的史书则没有。 对于究竟哪些史

书有"音乐志哪些史书没有"音乐志现列表予以说明 。

《二十五史音乐志》 篇目明细表

二十五史名 有无"音乐志" "音乐志"原名 本书篇次

l. {史记》 有 《乐书》 第一篇

2. {汉书》 有 《礼乐志> (共 四章) 第二篇

3. {后汉书》 有 《律历志> (上) 第三篇

4. {三国志》 无

5. {晋书》 有 《乐志> (上、下) 第四篇

6. {宋书》 有 《乐志> (共四章) 第五篇

7. {南齐书》 有 《乐志》 第六篇

8. {梁书》 无

9. {陈书》 无

10. {魏书》 有 《乐志》 第七篇

11. {北齐书》 无

12. {周书》 无

13. {隋书》 有 《音乐>c上、中、下) 第八篇

14. {南史》 无

15. {北史》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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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十五史名 有无"音乐志" "音乐志"原名 本书篇次

16. <旧唐书》 有 《音乐志> (共 四章 ) 第九篇

17. <新唐书》 有 《礼乐志> (共二章 ) 第十篇

18. <旧五代史》 有 《乐志> (上、下) 第十一篇

19. <新五代史》 无

20. <宋史》 有 《乐志> (共十七章) 第十二篇

21. <辽史》 有 《乐志》 第十三篇

22. <金史》 有 《乐志> (上、下) 第十四篇

23. <元史》 有 《礼乐志> (共五章 ) 第十五篇

24. <明史》 有 《乐志> (共三章 ) 第十六篇

25. <清史稿》 有 《乐志> (共八章 ) 第十七篇

上表说明， 二十五史之中，十七部史书里有"音乐志而另外八部史书里没有

"音乐志" 。 所以，我辑著的这部《二十五史音乐志扎实际上有十七个朝代的"音

乐志加上附录《二十世纪音乐志》编为十七篇 ， 总计约 180 万言。

肯定地说， 音乐存在于任何时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才辈出的东汉末年至三

国时代，大江南北的音乐异常丰富，加之乱世出英雄，无论是政治家、将军、学者、

淑女，大都精通乐艺，这是当时所受全面教育的文化素质的体现，例如蔡昌、蔡文

姬、曹操、诸葛亮、周瑜等，都是具有很高音乐修养的人物，就连一介武夫吕布也

熟知乐艺 ， 弹得一手好筝。我早年就特意仔细地查阅《三国志~ ，结果却大失所望 ，

此书根本没有专门的音乐志篇章。 为什么产生如此情况?这就要问那些写史书的后

代史官了 。 ( 就《三国志》而言 ， 当然是陈寿之责。)最大的可能是某些史宫的思想

上认为 音乐算什么玩意儿，值得在正史里大书特书吗?"另外一种可能是编写史

书的先生们缺乏音乐知识，只好空缺。这就使得我们今天丢失了许许多多宝贵的音

乐史料。 刘蓝只有遗憾地说:如之奈何 !

为印装和阅读的方便， 本书分为四卷出版(每卷约五百页) 。本书每篇之开端为

"历史概况而后紧接为"原文大段原文之后是对该段生僻疑难字句的 "注

释而后将干百年前的原文译为现代汉语，即"要义精译然后在某个篇章结束

之处视具体情况之需要加以"补遗"、"解读"、"评说" 。

一定的历史产生一定的音乐，所谓"音乐志" 乃是记载历史上各个朝代音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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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志书。学习者必须首先将每个朝代的历史认识清楚 ， 方知该朝代音乐之所以如

此。 是故 ， 本书每篇开端首先介绍历史概况。 该朝的江山是如何得来 ， 重要的历史

人物、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然后介绍史书的作者及"音乐志"的编

写 ， 而后进入主题。

由于原文多为千年古文 ， 现代青年读者能够读懂二十五史者鲜矣，所以刘蓝对

古代生涩疑难的文字在注释中加注汉语拼音 ， 让读者正确地把文章读下来。 如司马

迁 《史记·乐书》 中 "喋嗷之声" 于[注释]⑦处加以音、义同释⑦喋嗷: 音

jião jiào ，激昂， 高亢。嗷 ， 同 ‘叫 又如古代十二律中的"无射 (yì) " ， 为了避

免读者把"射" 误读为 shè ，故及时在注中加拼音 ; 再如 : 生怕读者把"龟兹" (今

之新疆库车一带 ) 误读为 "guï zï" 所以在注释中就作注音 "龟兹 (qiü cí) " 。

由于原文多为千年古文不易读通。 为了使现代青年读者易于了解古文原意 ， 刘

蓝将原文译为现代汉语 ，并参考了《二十四史全译》 。 特此声明，并致谢意 !

可是，刘蓝发现原文有问题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改动。 例如{汉书 ·礼乐志》

" 高干且既定天下， 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 ， 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其中 "醉

酒欢哀，作 ‘ 风起 ' 之诗" 。 如果译为"喝醉酒后乐极生悲 ， 就创作了 ‘ 风起'诗"

则不安 ， 现改为"喝醉酒后激情涌动，创作了《大风歌þ" 。 刘蓝认为《大风歌》 全

部歌词都表现了胜利者刘邦平定天下、衣锦还乡的得意之情 ， 说他"乐极生悲 "

"悲"从何来?故改之。 又如《汉书 ·礼乐志þ "魏文侯最为好古" 一句，刘蓝认为

此句应改为"魏文侯最不好古"为是。请读《乐记 · 魏文侯》及《史记 · 乐书 · 魏

文侯þ: "吾端冕而昕古乐，则唯恐卧;昕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 魏文侯已经成为中

国历史上爱好郑卫之音、最不喜欢传统雅乐的一位典型人物， 而这里却冒出一句

"魏文侯最为好古与他本人之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 与此段之后文亦甚矛盾。 可见

《汉书》此文明显有错 ， 应该是"魏文侯最不好古窃以为译文忠实于原文的错误

是不妥当的，那会使青年读者堕入五里雾中 ， 所以指出原文之锚 ， 并在译文中改正。

再如"羽旋干戚"句等亦然。

虽然本书有了现成的现代汉语译文，但刘蓝还是建议青年读者先阅读原文 ， 其

次查看注释，然后再参考译文;如果只图方便而直接阅读译文 ， 则难得原文之要领 ，

并且永远不可能提高古汉语水平。

"补遗"对原来史籍所遗漏之音乐人物、事迹加以补充。 窃以为音乐是人创造

的， 音乐史一定要重视创造音乐的人。 如东汉末年人才辈出 ， 音乐大师就有蔡昌、

蔡政父女 ， 秸康及阮籍阮戚叔侄。 可是《后汉书》 的 《音乐志》对他们一字不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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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中也仅寥寥数语，所以刘蓝在篇末对秸康等人加以补遣。 又如《明史 · 音乐志》

里没有朱载墙的专门记载，而朱载1育应该是明朝首屈一指的音乐家，不可或缺，所

以补遗。 "解读"对原来史籍疑难之处加以解释、说明。 如《史记·乐书》之来龙去

脉，又如"六代乐舞"之名称历史上有所差异，则将两者列表比较说明。本书对千

年史实及其理论有精彩之处或不当之处加以"评说以引起读者注意。 例如唐太宗

论乐的精彩言论，则加以赞扬;对汉哀帝"罢乐府致使原来八百二十九名乐府职

员中，被裁去了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四百四十一人，只留下部分人掌管郊

庙宴会的乐章，实际是损毁民间音乐文化，则明确批评。

所有的补遗、解读与评说，仅代表刘蓝的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各个朝代的音乐志书里都记载着大量的乐章，这些作品实际只是歌词。 因古代

乐谱不完善 ， 史书作者不懂乐谱或取舍上的考虑，所以历代史书作者只有记下文字。

刘蓝考虑到这些歌词对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社会生活、朝廷礼仪、

宗庙条祀以及战争与和平等方面，仍然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全部保留原文;对那些

优秀的乐章，例如"相和歌" ~江南可采莲》、《艳歌罗敷行》、《东 fl} 等篇， 读起

来使我"三月不知肉昧即在原文之后加之现代汉语译文，而一般乐章则不作注

释、译文和评说。

本书的部分注释是由我的研究生完成的。 为了历练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的基本功，

同时也协助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便让我的研究生梅洪琼(隋、唐、五代部分)、

孙晓飞( 元、明、清部分)、杨冯圆(宋书、南齐、魏书、宋史、 金史)、王美佳

(元、明、 清史)和张援援(历代纪元表)分别做了一些注释，然后由我汇集斟酌而

定取舍。 其中杨冯圆成绩最佳。 此外，大女儿刘青和小女儿刘依娜趁假期回家帮我

打印、扫描数十万字。 总之 ， 本书的注释有我的硕士研究生和女儿的贡献，特此

声明 。

本书第三篇~ <后汉书〉音乐志} (即原《后汉书·律历志})之后，由罗筑瑞

先生制表解读。 由于刘蓝缺乏律历数术之计算能力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敢妄作

解读。 特请律学专家 云南艺术学院副教授罗筑瑞先生，采用现代数学计算方法，

更加精确地将"京房六十律"的计算结果制成图表，使我们一览无遗。 刘蓝对罗筑

瑞先生无私的辛勤劳动成果十分赞赏并致以谢意 !

拙著原稿近二百万字，送交出版社之后， 出版社负责人希望我大力精简压缩，

于是我又花了三个月时间 ， 就像割我身上的肉一般 ， 忍痛删减了二三十万字 。 删减

并没有伤筋动骨，原书的基本格局依然保留，主要是把大量宗庙奈祀和宫廷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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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略去罢了， 许多富有艺术性和生活情趣的乐章及译文仍然保留。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出版， 有赖于们我云南艺术学院院长吴卫民， 当时的副院

长李小明、阵、勇及云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 尤其是

吴院长在百忙之中撰写序言，既充满了人文的情趣 ， 又凝聚了中华传统的哲理 ， 还

有云南省音乐家协会陈勇主席以潇洒的书法赠予本书，使刘蓝莲平增辉，岂一个谢

字了得 !

在下刘蓝，年近九十，从事音乐教育与研究，恶心整理国故六十载 ， 对于保护、

继承井弘扬祖国传统音乐文化，最值得欣慰的，就是做了这么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然而，好事多磨，第一卷 2010 年年初出版之后，后三卷定稿及出版工作一直拖

延下来，直到 2015 年年初总算确定了后三卷的出版时间 。

第一卷出版之后 ， 读者、编者与作者都发现了一些考虑不周之处。 孔子曰过

而不改，是谓过也。 " ( <论语 · 卫灵公})为了对读者负责，从第二卷起 ， 立即改正

和调整该书不妥之处:

一、对[原文]逐字逐句的全译[译文]不妥，应改为[要义精译] 。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推广对该古代文献的学习，近年坊间许多古文献出版物，将

原文逐字逐句译为现代汉语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但是 ， <二十五史百乐志》的读者主

体是大学本科以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及中国音乐史专业教师或研究人员。今发现

本书第一卷逐字逐句 "死译" 的方法，即呆板又笨拙，低估了读者群的智商 ， 对于

培养研究生不妥。应该改变为 "要义精译帮助读者掌握原文精髓即可。这样的优

点是 1 以"要义精译"替代呆板的"全译体现出本书著者大胆革新之举 2.

适应本书高水平读者群的需要 3. 避免了本书译文与其他同类出版物雷同的一般化

现象。 欧洲"乐圣"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 ， 没有不可突破的规则 !" 是故，从

本卷起 ， 将所有的[译文]改为[要义精译Jo

二、每篇开端标题"引言"不妥 ; 应改为" (某)朝历史概况" 。

《二十五史音乐志》讲的就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音乐， 一定的朝代、 一定的帝

王、 一定的社会， 产生一定的音乐。"大风起兮云飞扬"不可能产生于宋朝。 " 靖康

耻犹未雪 ， 臣子↑良何时灭 !" 不可能产生于汉朝。 所以 ， 每篇的开端必须介绍该朝的

历史概况。 "历史概况"专指该朝代的来龙去脉。 而"引言" 一般泛指作者之发言 ，

本书以历史为主线阐述音乐， 每篇之首应该开宗明义地将标题明确为" ( 某)朝历史

概况第一卷以"引言" 替代 "历史概况"是不妥的 。 是故，从本卷起，每篇之

开端标题不用 "序言而恢复本书原稿之 " (某)朝历史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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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 本书第一卷有篇无章，不妥:必须每篇之下依次分章。

全世界任何大部头的出版物都有篇有章，中规中矩 ， 是正常的。而本书第一卷

有篇无章 ， 混为一谈，不可取。 例如第六篇《南齐书》音乐志与第七篇《魏书》音

乐志，只有一章， 当然就不必分章了 ; 可是 ， 例如第九篇《旧唐书》音乐志有四章 ，

尤其是《宋史》 音乐志共有十七章之多。

是故 ， 为了篇章清晰，秩序井然，从本卷起，按全世界通例。 恢复本书原稿之

篇目，在"篇" 之下分 "章" 。

四 、 本书所有歌词原文保留，但译文可依情况而定取舍。 内容有关歌颂帝王、

祭祀天地宗庙者，只保留原文而不作今译。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是:

一、此书作者对前二十四史主要依据的底本是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

《二十四史全译~ ， 第四卷中的《清史稿》依据的是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的繁体竖

排本。

二、在文字的处理上，按照国家对语言文字的有关规定，规范了异体字和|繁体

字。在繁简字的处理上，有必要保留的地方予以保留繁体字，如:人名用字"徽" 、

" 俑"、 " 异"等字 ; <简化字总表》没有的和不能类推简化的繁体字不作简化处理 ，

如铺"、"镑"、" 圃"、 " 满椭" 等字 ; 能类推简化的繁体字作了简化处理 ， 如 :

" 国 " 简化为 "阁" 、 "朝" 简化为 "耕" 。

三、汉语中十二平均律是用黄钟、大吕、太簇等表示 ， 其中"太簇 " 、 "太藤"

由于二十五史的作者年代跨度较大，认识不同，有的史书作 "太藤有的作 "太

簇本书原文部分尽量与原作者保持一致 ， 不作差强人意的更改。

四、全书对一些常用的字词用1圭和写法进行了规范，如繁体字"踪"在表示和

乐器有关的"宫踪" 一词上统一为"宫悬又如"国Ji"、 " 圆Ji"全书统一为

"圆li" ， 等等诸如此类，不多赘述。

凡本书不妥之处 ， 本人一经发现 ， 立即改正。

请读者不吝指教 !

刘蓝 2015 年 8 月 15 日

昆明麻园 云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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