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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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良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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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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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志在流水，钟子期日：‘善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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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为霖雨之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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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手何逃

声哉?’”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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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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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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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 ·⋯ 1．f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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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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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j金属乐器有：钟、编钟、镛、钲、铎等；
。

’

、

2．石属乐器有：磬、编磬等； ⋯．_

3．丝属乐器有：琴、瑟、筝、筑等，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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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往也演奏独立的器乐作品。汉武帝的乐府，采集燕、赵、楚、齐、秦、鲁的民间音乐，加

以整理推广，、并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整理乐律。《汉书·礼乐志》中有“作十九章之歌”
的记载，同时比较宽的吸收郑卫之声，使之“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

朝廷。”可见当时是比较宽广的融汇各地音乐，以创新声。 ：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宫廷的提倡，使宫廷俗乐得以兴盛。从而大大促进了器

乐文化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隋唐俗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集各民族乐舞之大成、为帝王服务的

宫廷乐舞。《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日国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

丽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国伎，六日龟兹伎，七日文康伎。”到隋炀帝时，又增加了“康国”?＼

“疏勒”两部乐舞，并改“国伎”为“西凉”，改“文康伎”为“礼毕”，成为九部乐。 ＼＼

“七部乐”和“九部乐”都包括着许多独立的纯器乐章段。由于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宫 、；

廷的乐队组合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外来乐器被宫廷音乐所应用和吸收，如凤． 1

首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筚篥、铜钹、毛员鼓、都县鼓、羯鼓、答腊鼓、腰鼓、鸡娄鼓等。- 、
唐代的坐部伎和立部伎是隋代俗乐的继承和发展。这两部伎共有14曲。立部伎8曲： 、

《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坐部伎 、

有6曲：《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沙乐》、《小破阵乐》。这14曲中， 、

《安乐》为北周武帝时创作，《太平乐》是“十部乐”的“龟兹乐”中增加的部分。其余均为唐代 k芝淼三艺臻器笔嚣慧淼荔篡 l60多人，多则达180入之众，伴以擂鼓，气势磅礴，场面宏伟。坐部伎规模较小，少则3人， 一

多时12人，音乐比较幽雅抒情，表现细腻，注重个人技巧。
’‘

《大曲》是多段音乐结构的大型歌舞曲。大曲中风格雅淡而富有宫廷清商乐特点的，史’

称《法曲》。唐代有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大曲》中的《法曲》。，．

唐俗乐中也有包括用于宴飨的鼓吹乐，它们对后来的民间器乐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

响。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的记载，仅乐器就有300种。在记谱方面，出现了比文字谱’
。

更为简便的“减字谱”及早期的工尺谱。 ，
．

由于唐代器乐艺术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器乐演奏家，如琵琶名手曹妙达、贺怀 ．

智、雷海青、段善本、康昆仑等。筚篥演奏家如关璀、李衮、李龟年等。其他如李凭(箜篌)、

李谟(笛子)、李周(筝)、薛阳陶(笳)等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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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从吸取民间优秀文化营养而形成的宋杂剧逐渐走向繁荣，其中一些优美的曲

牌、过场曲反过来又逐渐被后世的民族器乐曲吸收。古琴艺术在宋代已得到了显著的发

展。宋太宗赵匡义就亲自制大、小曲以及“因旧曲而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见吉联抗辑译

《宋明音乐史料》第241页)。太宗身边还有一位被称为“鼓琴为天下第一’’的演奏家朱文

济。宋徽宗赵佶也嗜琴如命，曾专门设宴“万琴堂”，搜集南北古琴绝品。郭沔所作《潇湘水

云》便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在吹奏乐器方面也有发展，乐工单仲辛在原来巢笙、和笙的基础

上，将其形制规范固定，从而出现了19簧笙。四川地区还出现了．一种36簧的“风笙”。
‘

宋代出现的乐器有：． 托
’|

．．．’

。。吹乐器：叉手笛、官笛、羌笛、夏笛、小弧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箫管、竖箫：倍四、

银字中管和中管倍五。．． ．．．一

弦乐器：锹琴、奚琴、马尾胡琴、葫芦琴、渤海琴、双韵、三弦等。

’击乐器：云墩、简子、渔鼓、铳鼓、水盏等。
‘

元代出现的乐器，如火不思、七十二弦琵琶、一弦琴、兴隆笙等。云南纳西族民间歌舞

《白沙细乐》中，应用的乐器有竖笛、横笛、芦管、苏古笃、二簧(两条弦的拉弦乐器)、胡琴

等。当时流行于北方的一些元曲也传入云南。据云南《丽江县志》载：“其调有[南北曲]、

(叨叨令)、(一封书)、[寄生草]等。”

两宋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音乐理论著述。’

陈呖《乐书》有105卷，论述了律吕、历代乐舞、乐器、杂乐、百戏、典礼等。朱长文的《琴

史》汇集了从先秦到宋初156人有关琴的记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琴史专著，为琴学发展

作出了贡献。沈括的《梦溪笔谈》被人们称为划时代的著作。这是一部有关自然科学和人

文科学的综合著作．其中音乐部分，对古代乐律、音乐评论、器乐演奏、唐宋燕乐、乐器制

作、声乐共振现象等方面，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颇为精深的见解。
’，

‘．

‘

明清两代，民间器乐艺术随着戏曲艺术的进一步提高和推广，在更加广阔的领域普

及、流传，出现不少新乐种，如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北京智化寺音乐、山西八大套、冀中管

乐、江苏十番鼓、十番锣鼓、浙江的吹打乐!以及山东、辽宁、吉林的鼓吹乐等合奏形式。清

’嘉庆甲戌年(1814)蒙古族文人明谊(荣斋)将当时流传于宫廷和民间的古曲汇编成集，名





诵》中的“吹打”之说。山西五台山是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也是我国北方佛教音乐的代表

和集中地。而五台山青庙音乐与晋西北一带的民间器乐曲“八大套”又有密切联系。开封

大相国寺、北京智化寺等佛教音乐，以及流传在藏族、蒙古族的藏传佛教音乐，裕固族、傣

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寺庙音乐，对研究中国的佛教音乐和传统音乐，都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 ：．一
“

?

道教音乐源远流长，分布广泛，全国著名道教圣地有“十方丛林”之称。早在东汉时期，

道教的《太平经》便已记载有音乐理论，认为音乐可以感天地、通神灵、安万民。北魏道士寇

谦之改直诵为乐诵，他把念诵经文与音乐结合起来。到了唐代，道教音乐发展到较高的水

平，被誉为“妙协均天，克谐仙唱”(见《册府之龟》卷五十四)并表明了道教音乐在我国宗教

音乐中有独特风格，如“仙歌凝韵九天风”(唐·李翔“涉道诗”)的高雅神韵。湖北卷所收集

的武当山道教音乐呈现出的丰富内涵，充分表明了它在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武当山的道教音乐到了明代还曾出现过鼎盛局面，设置了专事乐舞的宫观——。神乐观"，

并有由朝廷供养的乐舞生400多人，对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明皇帝还亲自拜官授职，朝

廷还经常钦降乐器给武当山宫观。 。

·

。 中国自古有“礼乐之邦”的美誉。。礼乐正而天下平”的思想深受世人尊崇。孔子去世

后，人们便把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作为倡导礼乐的神圣之地。曲阜孔庙雅乐，成为海内外

各地祭孔音乐的总源。这种集歌、乐、舞三位一体的表演形式，各朝各代对其乐队编制均有

严格的规定，金、石、丝、竹、革、木、匏、土“八音”俱全，阵容庞大。明代至本世纪初，祭孔音

乐的成数相对的稳定于“六章六奏”。祭孔乐队编制一般上百人或百余人，场面宏大、气氛

肃穆。 ，。；

”

+：‘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乐舞有较大发展。如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

苗族、彝族的《跳月》等，其中器乐部分占有相当的比重，且具有较高艺术水平。

在音乐理论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著名律学家朱载埔的《律学新说》，在世界音乐文

化史上第一个确立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精确计算，他以“新法密率”的计算原理，极其精

确地解决了中外律学家们为之长期探索而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世界乐律史上占居领

先地位，对近现代器乐文化乃至乐器制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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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国初期，小提琴、钢琴、风琴音乐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开始流行，有些学者还作

有歌曲。但大量引进并迸发出新的创作，还是“五·四”以后。 ：+-

“五·四”运动最初口号是民主、科学，反对旧文化，改用白话文，打倒孔家店，反对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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