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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

前言

以冰琳博士的学识才华写出一部雅俗共赏、通晓易懂的中国音乐史虽在预料之中，翻阅书稿校样时依
然为目录凝练夺目的标题和正文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文字所吸引，感叹之情，慨然而生。历史著作
的魅力，在于记录了人类自身的进化以及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源远流长，包罗万象，成
为文化中之文化。“鉴古今，述往事，思来者”又是历史科学的共性使命，音乐史学亦不例外。或者
说由于音乐作为听觉艺术的抽象性，这样的著作，魅力与难度并存，挑战和机遇共生。现今，冰琳的
新著即将问世，向我索序，感喟良多，欣然命笔。    我曾自嘲不惑之年尚不识黄钟大吕为何物，冰琳
在而立之年却已登堂入室，将一部繁难复杂的中国音乐史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且写得有条不紊，疏
密得当，纵横有致，史学思维之清晰实为难得。缘由大致如下：其一，志存高远。读大二时即立下考
研决心，重视音乐理论、外语各科学习，门门成绩优秀，硕士毕业后工作四年考博及第，可谓笃信好
学，学而不倦；其二，聪慧刻苦。大凡聪慧之人，易失于浮躁，难两者兼顾，她做任何事情总能踏踏
实实，求个明白，故尤为刻苦，尝学古琴，进步之神速深得名家赞许；其三，躬身实践。音乐史学研
究思辨能力固然重要，教学实践亦为途径之一。教学相长，知者不惑。虽年轻，却有十年以上高校教
龄，能视学生之不同程度执教，或深、或浅，灵活应对，不墨守成规；其四，拓宽视野。史学研究的
知识结构浩瀚无涯，司冰琳能够在琴学、佛学、美学、戏曲、文献等领域悉心地钻研，在吸纳前人成
果基础上融入自身独到体验，故而，本书之特色在于将使广大音乐爱好者读而懂之，专业音乐院校学
生亦可作为自学读物、对音乐史学研究者或有一定参考价值。这些，读者自可做出判断。    白话文时
代的中国史学界或许忽略了我国传统史学的文学性元素。司马迁不朽传世之作只有一部《史记》，后
世对他的评价往往冠之以“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头衔，文学在前，史学在后。可见历史著
作的语言叙述方式其美感作用具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文史价值，同时随着时代变迁的需要不
断提炼和创新。本书文笔有着细腻化的个性与风格。诚然，距离《史记》的文学境界还有着永恒追求
的提升空间。    作为“一本书读懂”的中国音乐史，突出音乐本体，附以音乐光盘能起到珠联璧合的
作用。由于时间紧迫、版权问题等复杂原因，这一缺憾既可以理解，也不必苛求了。    中华书局以出
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享誉海内外，这本书能够不拘一格，约请青年学者撰稿，既是编辑的魄力与学
术眼光，也是作者的荣幸和机遇，笔者深为感动。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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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

内容概要

《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编著者司冰琳。

《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是一本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音乐历史的普及性图书，愿它能够带领读者缓
缓走进中国音乐的历史长卷，感受中国音乐文化的兴衰起伏，从中洞悉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诚然，
一本音乐通史的写作者需要拥有全面而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具备驾驭历史文献资料和音乐资料的双
重能力，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将音乐事件置身于历史境遇中考察，从而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
价历史事物和人物的洞察力，这些都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常常面对、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本理论著作要
作到既要有一定学术水准，又要通俗易懂，这对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偿试
着以一个个小专题的形式大致串起中国音乐历史，力图将历史信息的呈现和个人对于历史的解读相结
合，尽量将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或观点介绍给读者，尤其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些长期被边缘化的音
乐家，随着近些年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新的史料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对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做出
的贡献也终于得到学界肯定，对于他们的介绍也是一种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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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溯中国悠久的音乐历史与文化，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音乐文明的曙光来自哪里？生活在中国远古时代
的祖先们最早拥有怎样的音乐生活呢？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贾
湖村的东侧有一处距今八九千年的古代聚落遗址，这便是驰名中外的贾湖遗址。该村落坐落于河南省
中部偏北，南距舞阳县城22公里，东北距昔日繁华的中州重镇北舞渡镇3公里。这里自古以来气候湿润
、河流纵横，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地域。贾湖遗址属于保存完整、规模较大、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出土的大量器物向人们显示着近一万年前的贾湖先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
尤其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墓葬中的骨笛，为我们了解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
文物资料。    贾湖遗址始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贾湖骨笛共30多支，其形制可
分为三类，与贾湖文化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基本吻合。早期距今9000至8600年左右，笛身开有五孔、
六孑L，能吹奏四声和五声音阶。中期距今8600至8200年左右，笛身开有七孔，能吹奏六声和七声音阶
。晚期距今8200至7800年左右，笛身出现八孔，能吹奏七声音阶及一些变化音。这些考古测定和研究
表明至少在一千两百多年的时空跨度内，贾湖先民们不断传承着这些形制比较固定、制作相对规范的
骨制器物。同时也说明骨笛在贾湖地区的使用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人们在长时期生活实践和音
乐实践基础上发明创造的结果。这些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贾湖人创造出的原始文明，超乎今天现代人的
想象。    动物骨骼是远古先民制作生活器物的重要材料之一。经专家鉴定，贾湖骨笛是用大型禽鸟双
翅的尺骨制作，锯去两端，关节钻孑L而成。鸟类的尺骨薄壁中空，截去两端骨关节便是理想的发音
管。九千年前，河南舞阳地区曾生活着大量鹤类动物。鹤在中国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中被誉为“仙鹤
”，是高雅、长寿的象征，自古被人们认为是沟通阴阳两界、人神之间的使者。贾湖先民们就地取材
，用鹤类的尺骨做成一支支骨笛，用美妙的笛声寄托他们对天、地、人、神的虔诚信仰。在原始人的
心中，音乐具有神秘的魔力。    让我们更为惊喜的是，八九千年前的贾湖先民已经有了音阶和音律的
基本概念。在有些骨笛音孔之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钻孔前刻划的标记和符号，有的音孔旁边还有小孔
。这些标记、符号和小孔都经过精确地计算和设计，是有目的地用来调整孔位和校正音高的。由于每
支骨管的长短、粗细、厚薄都不相同，要在这些形状不甚规则的骨管上计算符合于音阶关系的孔距，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难题。因为音孔的位置、孔距都直接关系到音准和音阶。在制作过程中，音孔是要
用尖锐而锋利的钻具钻孔而成，而这些从0．1厘米至0．3厘米不等的钻头是用什么材料制作出来的呢
？在出土的三个历史时期的贾湖骨笛中，音孑L从四至八个不等，以六孔笛和七孔笛居多。经过对未
残损及残损较轻的骨笛测音，发现它们具有良好的音乐性能。如M282：20号骨笛可以吹奏上行和下行
音阶，其结构据黄翔鹏先生测音认为“这支骨笛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
、古老的下徵调音阶”。而这种音阶结构恰好是现存的中国传统音乐常用的音阶结构之一。学者们研
究发现大多数骨笛的筒音为角音，与文献记载中的“笛体角声”相一致，且多数骨笛的宫音音高为D
（或＃D），即骨笛的调高为D（或＃D）。M282号大墓出土的编号为M282：20和M282：21的两支骨
笛最为完整，它们出土时分别放置在墓主人左股骨内侧和外侧。该墓是贾湖遗址中规模最大、随葬品
最为丰富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人应为当时部落的首领或威信较高的巫师，他们拥有骨笛正是这种身
份和地位的象征。    音阶是一种乐音组合方式，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种类的音阶，音阶结构反映
的是一种音乐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和集体的审美趣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曾有一种“中国
的音乐传统是五声音阶，西方的音乐传统是七声音阶，五声简单，七声复杂”的不恰当认识。如今，
这批东方神笛在中原的贾湖破土而出，向世界展示着一串串中国传统的六声和七声音阶，它与我们今
天音乐生活中依然在使用的音调竟完全一致，这是多么令人自豪和深思的文化现象啊，它用不争的事
实告诉我们：中国音乐的生命和情韵跨越着漫长的时空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贾湖骨笛发掘出土以
来，其吹奏方式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竖吹式笛类乐器的吹奏方式有“正竖式吹奏法”和“斜竖
式吹奏法”，骨笛用这两种方法均能吹出音高，吹奏效果各有优劣。但是联系到至今流传于河南民间
的竹蔌（即筹）、新疆塔吉克族的鹰笛、哈萨克族的“斯布斯额”等乐器，它们的制作原理十分相似
，且吹奏方式均为斜吹，即用笛的一端作吹口，向右斜持笛身，使吹口和嘴唇形成一个约45度角，利
用声波的震荡，使笛管的边棱振动而发音。有学者认为，“从吹奏方法、发音原理、乐器构造、外形
特点等因素看，筹与舞阳骨笛基本相同：二者发音原理相同，乐器构造的外形（除音孔的数目）几乎
一样，按吹筹的方法来吹舞阳骨笛完全可行”。不知出于同一地域的这两件河南民间吹奏乐器筹与贾
湖骨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呢？    那么原始人制作骨笛是做什么用呢？是像我们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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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一样用以陶冶情操、抒发情怀的吗？目前业内专家流行着两种解释，一种说法骨笛是应用在当
时的狩猎生活中，为了引诱猎物而吹奏；另一种说法是在祭祀时用来奏乐的。因为在世界范围的早期
文明中，都曾经存在一种器物既作为乐器，同时又被当作祭祀法器或者礼器的现象。面对这些沉默着
但又绝对真实的先民遗物，我们的推断有时显得模糊而苍白。贾湖骨笛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史
书中未曾记载的远古音乐文明，同时也给现代人留下了更多的谜团和猜想。P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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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2000年踏上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岗位，至今走过近12年的光阴，我不断感受着这份事业带给我的快乐
、困惑与感动。快乐因为教学相长带来的进步，困惑由于常有众多问题生出而得不到答案，感动则是
源于学生们的成长、理解和肯定。这是一个看似平淡无奇，但却艰难求索而有所收获的过程。    《一
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是一本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音乐历史的普及性图书，愿它能够带领读者缓缓走
进中国音乐的历史长卷，感受中国音乐文化的兴衰起伏，从中洞悉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诚然，一本
音乐通史的写作者需要拥有全面而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具备驾驭历史文献资料和音乐资料的双重能
力，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将音乐事件置身于历史境遇中考察，从而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历
史事物和人物的洞察力，这些都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常常面对、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本理论著作要作到
既要有一定学术水准，又要通俗易懂，这对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偿试着以
一个个小专题的形式大致串起中国音乐历史，力图将历史信息的呈现和个人对于历史的解读相结合，
尽量将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或观点介绍给读者，尤其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些长期被边缘化的音乐家
，随着近些年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新的史料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对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做出的贡
献也终于得到学界肯定，对于他们的介绍也是一种当务之急。    对于一位跋涉于学术之路的年轻人而
言，没有什么比良师更为重要的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最为幸运的是有两位待我亲如父辈
的导师指引着我的学术之路，十几年来他们对我的提携和厚爱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师道的力量与可贵。
师傅带徒弟有时需要手把手地教，徒弟一招一式地学。有时则需要心领神会，如参禅悟道般达到一种
难能可贵的交流。再生师当年引领我走上音乐史学研究之路，为我开启从事音乐研究的一扇崭新大门
。本书的写作他给予太多无私的帮助，从向编辑推荐到整个写作过程中的关怀，对具体章节和文字提
出许多中肯的建议，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与个性气度是今天青年学者的榜样。田青师的教导
如沐春风，先生思想睿智，学术观点独到而深刻，让我懂得无论生活中还是学术上都要保持一颗朴素
而虔敬之心，坚持本真，去除浮华。无独有偶，在对中国音乐历史普及方面，两位先生都曾走在时代
前列，他们分别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撰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话》和《中国音乐史话》两本文笔
优美、可读性强的读物，为后人的写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和范本。我想把这本即将出版的《一本书读懂
中国音乐史》作为一份特殊的作业献给我的两位恩师，借此表达我对他们由衷的敬意。    能够在中华
书局出版个人著作是每一位人文科学工作者的荣幸，而我作为一名年轻学人格外珍惜这份与书局的缘
分。感谢编辑朱玲女士辛劳的付出，是她的信任让我勇于承担起这份艰巨的写作任务。    做学问之苦
，正如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那充满诗意的阐述：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
尽天涯路”的勇气和担当，到经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艰辛，直到终有一天“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种豁然开朗的美妙感受正是最为幸福、最让人
向往的求学境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问求真、为人求善、生活求美，是我恪守的人生
信条。相信在追求真、善、美的人生之路上我会坚守学术理想、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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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编著者司冰琳。    白话文时代的中国史学界或许忽略了我国传统史学的文
学性元素。司马迁不朽传世之作只有一部《史记》，后世对他的评价往往冠之以“伟大的文学家、史
学家司马迁”头衔，文学在前，史学在后。可见历史著作的语言叙述方式其美感作用具有“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的文史价值，同时随着时代变迁的需要不断提炼和创新。本书文笔有着细腻化的个性与
风格。诚然，距离《史记》的文学境界还有着永恒追求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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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司冰琳女士所写的普及本中国音乐史，比中国音乐史普修教程还详细一些，又是名社出版，可以
参看。
2、对于我这个非音乐人来说，颇有收益，不过觉得逻辑不够清晰，前后有重复，通读之后没有整体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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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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