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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

前言

朱载堉是中国文化史上鲜有的杰出人物。他对于人类最重大的贡献是创建了十二等程律。它是一种对
乐器调律的数学原理，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乐律体系。用它调律的乐器，可以满足任意转调或变调的
需要，而不用临时在舞台上匆忙地更换乐器。现代音乐舞台上许多键盘乐器就是用它调律的，钢琴是
其中之一。有了十二等程律，才有现代的音乐舞台。迄今，我们仍在享用他几百年前的贡献。    众所
周知，钢琴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十二等程律就是它的灵魂。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然而，令人难以置
信的是，钢琴的形体结构虽是在西方起源发展的，它的灵魂却是由东方的王子载堉铸就的。本书就是
叙说这么一个故事。    本书要紧之处在于阐述朱载堉如何用等比级数构建等程律，如何想到□这个无
理数，它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本书给读者提供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读本，也为今日在科学和艺术两方
面从事创新工作者借鉴。    本书是1986年版(第一版)的修订本。第一版已充分发挥了它应有的知识与
社会功效，引来了国内和国际上诸多学者起而研究朱载堉。第一版时经四分之一世纪，笔者又有了许
多原始素材的积累与思考，并在2008年出版与此相关的一本著作《天潢真人朱载堉》。今年年初，人
民出版社果断决定再版修订本，令笔者兴奋与忐忑交加。当先坦诚告知读者，虽然本书某些素材与文
字源自拙著《天潢真人朱载堉》，然而，串联这些原始素材的思路却为本书所有，也是第一版思路的
补充。    今年是朱载靖诞辰475周年、辞世400周年，特以此书纪念之。    戴念祖    岁古稀于北京陋室    
辛卯年清明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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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

内容概要

《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修订本)》内容简介：明郑王世子朱载堉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音乐家
、数学家。他在艺术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作出了诸多重大发现。尤其是在世界上首创十二等程律，
为近代钢琴等键盘乐器调律奠定了数理基础，从而铸就西方近代乐器之王——钢琴的灵魂。
《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修订本)》在阐释朱载堉诸多发明创造的同时，也展现了他跌宕起伏
的一生，以及明宗藩之礼仪制度与宫廷生活情景。朱载堉家世、受难、写作、雕板、让爵，后世西方
某些人与其争夺优先权⋯⋯全部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
修订本)》可供历史学、音乐学与音乐史、科学文化史等专业的读者研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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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

作者简介

戴念祖，资深科学史家，中国物理学史学科创建者。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曾任中国科学院
科学史研究所理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讲座教授。著有《中国力学史》、《中国声
学史》、《中国光学史》、《中国电和磁的历史》、《中国物理学史》、《文物与物理》、《物理与
机械志》等10余种；主编《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物理学论文集粹》、《物理学基础教程》等。有学术
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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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中国音乐史上，朱载堉如果不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音乐教学法的人，也是其间的
先行者之一。他作为十六世纪下半叶的音乐家，当时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对世界音乐文化史说来也不
是后知后觉的。中世纪以前的音乐史中，即使如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样重视“礼乐”传统，音乐的
教学活动也是以“口传心授”为特点的。人存事兴，人亡事废，一切都维系于经验。所以，汉代的制
氏家族一遇变故，就造成中断先秦雅乐的后果；唐代宫廷乐工李郎子（生卒不详）逃走，宫廷中的清
乐立即失传。唐、宋间（甚至在更早的年代中）记谱法的发展已经提供出比较详细的记写音乐的可能
性。但是历史仍然自有规律，音乐教学仍然不能像文学那样积累起循序渐进的书面教材。历史怎么会
允许朱载堉注意音乐教学法的系统化问题的呢？也许是由于他的个人特点？因为他在古代社会的音乐
学的发展中是一个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看来这都不是全面的理由。这是明代发生的、而非个
人所独有的历史现象。朱载堉之前，已有他的父亲在做这件工作，他是承其父志而更上一层楼的；朱
载堉之后，从明末传到日本的《魏氏乐谱》看，明代宫廷中在音乐教学方面也已积累了相应的方法。
郑府乐工常向朱载堉请教，这也许直接反映出朱载堉有关建树的影响，但如时势不至，个别人物的创
造不是常遭夭折的么？真正的历史原因可能还与明代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专业分工
渐趋细密，因而与扩展了人们的眼光与思维习惯有关。许多伟大学者的成就，常常在他们能够敏锐地
抓住历史的契机，当多数人刚刚悟出某项课题的必要性时，他们恰好已经领先做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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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

后记

本书是1986年版(第一版)之修订本，删去了第一版中“时代背景”(第一本)和“科学哲学”(第十三章)
两章；“计量和物理学”(第十章)中，计量内容编进修订本“数学”章中；“物理学”不单列章节，
则在音乐、等程律、末端效应等章节中分别陈述。    修订本第五章中“音乐人生”一节，第八章中“
上进《历书》引发的风波”一节，以及附录l、2均转自拙著《天潢真人朱载堉》(2008年郑州大象出版
社)一书。因为后者实为1986年版之本书的充实本。此次修订，对第一版中的错误作出修正，尚有谬误
之处，还请读者指教。    本书修订过程中，笔者内心极度不安：当年赠文于本书的学兄好友黄翔鹏先
生(1927—1997)、陈美东先生(1942—2008)均已作故。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出现在我脑海中。在他们撰写
的章节中，笔者各加入一节文字，一则表明近几十年间我们曾经有过更深的讨论；二则示笔者对他们
的敬意和思念。教我音乐史的杨荫浏先生1984年谢世而去，但我终生难忘他的教诲之情。随笔者趋向
暮年，记忆的闸门常常开启。当年，我和翔鹏兄都亲历过杨老诲人不倦、教徒惜时的情景，连你上洗
手间小解的时间也不放过：他紧随你至洗手间，两手扶在门框上，嘴里不停地讲述着音乐史知识。第
一次，杨老随我上洗手间，不关门，尚觉尴尬。此后就习以为常了。1975年秋某天，他托人电话约我
马上到他府第。原来是，他读了库特纳的文章，让我赶紧也读一读。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批林批孔”
，抓阶级斗争、抓中心政治，谁敢驰心旁骛。杨老指着那本刊载库特纳文章的杂志，压低声说：“不
知道批林批孔能不能批这个？无论如何，有机会时要和他(指库特纳)理论理论。”光阴荏苒，一去三
十余年，而杨老的嘱咐犹如在耳。本书第一版是在杨老辞世后两年出版的。日月轮回，万物勃兴，本
书又得以修订再版。托他们荫福庇佑，让国粹学术发扬光大。    本书第一版得到许多学者关爱与鼓励
，也以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台北故宫博物院陈万鼐先生是其中之一，他于1992年出版了《朱载堉研
究》一书。我们之间讨论甚多。1997年，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音乐学院卓仁祥教授夫妇怀揣拙著来访
。我们“讨论等程律史的情景，至今让笔者记忆犹新。鉴于东西方学者谁先作出等程律数学理论这一
问题的争论，又缺乏一种能使双方折服的历史证据，笔者曾表示一种担心与忧虑。而卓教授当即信誓
旦旦，要努力于此研究”。其时，卓教授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日语，但汉语表述不畅，幸有嫂夫人翻
译。五年后，卓教授邮来大作《16世纪中西等程律探索》一书。笔者为他独具匠心的透视能力和把握
历史事件的尺度、为他的努力和诸多新发现感到由衷高兴，并为之作序(上引文即“序”中一句文字)
。此后，卓教授作为访问教授多次来华讲学，其汉语进步甚速。卓教授及其大作激励我们作更深入的
研究。    另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是、1988年夏在美国加州San Diego国际中国科学史会上，笔者曾与纽约
州立大学。Brooklyn学院音乐学教授E．G．McClain先生讨论朱载士育乐律与曾侯乙编钟等音乐问题。
是他帮助我与库特纳联系并将拙作转送库特纳。是年冬收悉库特纳复信，言及他于1949年之前曾在上
海圣约翰大学教了几年英语，但汉字不识一百个；他的文章写作前，曾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为他译
读了朱载堉著作中几段文字，他承认自己未曾好好解读朱载堉著作。事隔1／4世纪，这些往来信件在
多次搬迁中遗失了，陋室也不足放置平生所有书、刊、报和大量信函，此乃笔者平生之大憾也。   
McClain教授专攻古希腊和巴比伦音乐，在讲坛上以中国律管形式教授学生调律方法(他曾将其亲手制
作的一套律管寄送笔者)。在我们会面后一二年，他撰写了曾侯乙编钟的乐律与巴比伦之比较的文章。
仿似1997年之后，我们中断了联系。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热情深深地留在笔者记忆中。    朱载堉的
学问博大精深，涉及音乐艺术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研究他的《乐律全书》要有音乐与科学(尤其数
学)两方面之功底。而当今大学教育课程令年轻人中懂音乐者不晓数理，懂数理者不识音乐。研究朱载
士育及其《乐律全书》几成绝学。但愿本书修订本能吸引年轻人对朱载墒作深入研究；将其著作精粹
译成西方文字，供国际学术交流，从而繁荣吾国学术、彰显吾人先进文化与思想，则笔者幸甚也。    
戴念祖    于辛卯春播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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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

媒体关注与评论

是以新法不用三分损益，不拘隔八相生，然而相生有序，循环无端,十二律吕一以贯之。此盖二千余年
之所未有，自我圣朝始也，学者宜尽心焉。　　——朱载堉（1536-1611）大家都知道，火器、造纸、
印书是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到了近代，西洋人用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科学方法完全放上去，使这三种
东西每一种都有飞速的进步，极度的改良，而我们却须回过头去跟他们学习⋯⋯唯有明朝末年，朱载
堉先生所发明的十二等律，却是一个一做就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大发明。他把一协分为十二个相等
的半度，是个唯一无二的方法。直到现在谁也不能推翻它、摇动它⋯⋯这种发明，恐怕至少也可以比
得上贝尔的电话和爱迪生的留声机罢。　　——刘半农（1897-1934）朱载培对人类的贡献是发现了将
音阶调谐为相等音程的数学方法。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实用体系，而今天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众都认为
它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平心而论，近三个世纪里欧洲和近代音乐完全可能受到中国
的一篇数学杰作的影响，虽然传播的证据尚付阙如。⋯⋯毫无疑问，首先从数学上系统阐述等程律的
荣誉应当归之于中国。　　——【英】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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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修订本)》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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