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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简史》

内容概要

作为试用教材，在讲授赛程中，编著者曾经力图结合我国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对当时音乐现象进
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并遵照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问题的指示，对各个时代的音乐作家和作品力求
做出比较符合历史条件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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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原始社会的音乐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音乐一、音乐的起源及远古人类对于音乐的理解二、原
始社会音乐的内容三、原始社会音乐的形式四、关于原始社会乐器的一些推测。第二编　奴隶制社会
的音乐——夏、商、西周、春秋（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5年）第二章　夏、商、西周、春秋的音
乐一、概况二、音乐的初步专业化及当时统治阶级的音乐三、这一时期的民间创作四、音乐教育五、
各族音乐文化及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六、乐器和乐律七、音乐思想——孔子及公孙尼的《乐记》第三
编　封建社会前期的音乐——从战国到南北朝（公元前475年——公元589年）第三章　战国、秦、汉
的音乐（公元前475年——220年）一、概况二、人民的音乐生活与民间音乐三、民间音乐对专业创作
的影响四、乐府的规模和它的历史意义五、创作、演出的多样化六、各族人民之间和中外之间的音乐
文化的交流七、乐器和音乐理论的发展。第四章　三国、晋、南北朝的音乐（公元220年——公元589
年）一、概况二、各族音乐文化的大融合三、民歌的新面目四、歌舞向故事表演的发展五、宗教和音
乐的关系六、乐器的改制及乐器的独立倾向七、音乐理论领域中对神秘主义的斗争第四编　封建社会
中期的音乐——从隋、唐到宋、元（公元581——公元1368年）第五章　隋、唐、五代的音乐（公
元581——公元960年）一、概况二、民间曲子的产生和发展三、变文和民间说唱的关系四、从歌舞到
戏曲的成长五、燕乐六、雅乐的命运七、乐器演奏技术及音乐理论水平的提高第六章　辽、宋、金、
元的音乐（公元916——公元1368年）一、概况二、从词到散曲三、市民音乐的兴盛四、戏曲艺术的第
一个高峰五、复古思想在音乐上的表现及统治阶级音乐的衰微六、乐器演奏与器乐创作七、音乐理论
的成就第五编　封建社会后期的音乐——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公元1368——公元1840年）第七章
　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音乐一、概况二、内容崭新的民歌小曲三、各少数民族的民歌和史诗四、
南北各具面目的说唱五、杂居的衰落与传奇的兴盛六、雅部与花部的对立七、演奏艺术的长足发展八
、音乐思想领域内的逆流和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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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原始社会的音乐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音乐　　一、音乐的起源及远古人类对手音乐的
理解　　要讲原始社会的音乐，一般是从昔乐的起源讲起的。音乐的起源也如同其他艺术一样是起源
于劳动，也就是起源于生存斗争，对自然的斗争和对动物的斗争。所谓歌唱主要是对自然的、动物的
声音的模仿，所谓舞蹈就是对自然现象、动物动作以及生产劳动和战斗行为的模仿，所帮诗歌就是斗
争经验的记录。而不论歌唱、舞蹈或蒋歌，除了记录之外，还包含有传授的意义。“雷之不足，故嗟
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事实上凡是鼯鼢不明白
，耍加强语气，加上动作，所以原始昔乐是诗歌、音乐、舞蹈合为一体的。当然，这种声音动作的模
仿还不限于传授经验。我们的祖先还要通过音乐起一种巫术作用。他们以为在举行狩猎仪式的时候又
歌又舞的话，那边的动物也将会受到巫术的感应，自然而然地等侯你来捕捉，或者静静地作你射击的
靶子。这是狩猎时代的情况。到了农耕时代，就又增加了耕种的一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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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简史》

精彩短评

1、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喜欢《古乐史》里对一些音乐形式的嬗递关系的描述。

2、任重而道远
3、這本書竟然還是簡化字未定型時期的排版。作爲一本在那個時代的著作，特色鮮明的是對一切音
樂歷史都要作出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但是對於瞭解我國音樂大致發展脈絡還是頗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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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简史》

章节试读

1、《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的笔记-第14页

        孔子只做过三个月的鲁司寇，长期挤不进当权派里去，最后只好教书为生，完成了文化下移的历
史任务。登录参考文献
《说文解字》
《乐记》？
《易经》归妹上六、贲六四、中孚六三、泰九三、睽六三、困六三
《诗经》
《汉书》艺文志
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
《周礼》大司徒
《礼记》内则、礼运***
《竹书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
《路史》后纪十三
《穆天子传》
《管子》地员篇*
《吕览》音律篇**
《论语》八佾
《乐记》？乐礼篇、乐论篇

注
　　*五声确立（周景王和伶州鸠的问答），三分损益法→七音（加变徵、变宫）
　　**十二律确定，隔八相生法
　　***旋宫法发明。“五音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

2、《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的笔记-第三章 战国、秦、汉的音乐

        登录参考文献
《战国策》齐策
《列子》汤问
《史记》周勃
《左传》成公九年　　　　-
李斯《谏逐客书》　　　　-民间音乐
《论语》卫灵公、微子　　-
《吕览》本味篇
《楚辞·九歌》
　　刘向《新序》
　　《孟子》离娄
　　《说苑》
荀子《成相》（说唱音乐：卢文弨《荀子集解》）
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
《后汉书》南蛮列传
《广陵散》
　　应璩与刘孔才书：“听广陵之清散”
　　傅玄《琴赋》：马融覃思于止息（《广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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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邕《琴操》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
刘熙《释名》
《墨子》非命
《老子》
《庄子》骈拇、马蹄、胠箧
荀子《乐论》、《礼论》
******************************
音乐理论进展
乐律
　京房 六十律
乐谱
　“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汉书·艺文志》）
　　王先谦《汉书补注》：“声曲折即歌声之谱，唐曰乐府，今曰板眼。”
　　邹汉勋《读书偶识》：“曲折即乐歌抑扬往复之节”

3、《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的笔记-第4页

        闻一多说过：“这种声音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
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复杂的涵义，
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闻一多全集》甲集181页）
登录参考文献
《吕览》古乐篇、音初篇、
《山海经》西山经第二、
《尚书》
《礼记》明堂位
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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