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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中国音乐史著作，从应用性来看，具有教材性与通史性、教学性与研究性兼具的特点。
就《中国音乐历程》的教材性而言，这部书稿的写作，是在笔者的《中国音乐史》教材的基础上，再
作适量扩充和修改而成。
原教材是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几经充实修改，多年用于音乐学专业不同层次的教学之中。
为适应中国音乐史课程建设需要，近几年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扩充，使知识容量更大，内容更加完
备。
在撰写过程中，笔者从普通高校中国音乐史课的教学需要出发，关注了与学生知识面和知识结构的沟
通，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展示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描述音乐风格流派的演变及其审美特质，揭示巫
、礼、燕、艺、新五个不同社会历史时期音乐具有的人文精神。
对中国古代乐律学、音乐技术、乐器也作了一定的介绍。
《中国音乐历程》史论结合，相辅互补，增强了全书的应用价值。
在《中国音乐历程》的撰写宗旨上，力图坚持六个方面的原则：一是坚持“物质决定思想、功利先于
审美”的进化原则。
使被审视的音乐历史现象始终处在大文化环境之下，谨防浪漫主义心态下“崇古和饰古”产生的超越
。
二是贯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原则。
使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
三是坚持实践第一、认识第二的唯物主义原则，是认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四是反对孤立地看待具体的史实和史料的科学原则。
史实和史料不能与其文化的时空环境和历史坐标割裂，任何音乐现象都是在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科
学进步三种力量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五是坚持音乐发展是自身规律的辩证过程的客观原则。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斗争中壮大起来的。
六是除充分重视个人在音乐史上的积极意义外，肯定人民在音乐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大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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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音阶发展历程　在音阶的发展历程中，单音和音程是先民最早在音乐实践中使用的。
它是通过没有固定的单音进化到固定了的单音来传递一种信息，既而通过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模仿鸟
叫或鹿鸣的狩猎工具，而使用了三度音程。
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乐音运用数量的逐步增多，原始音调便由少到多逐步形成并丰富起来。
这种音调是音乐的萌芽，是孕而未化的语言。
在原始音调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必然出现不同的原始音调，因此也会出现不同的原始律，由这些
原始音调再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必然会形成调式的原始体系。
原始音高相对关系的实践过程经历了原始音调一原始律一原始调式这一过程。
　　从多而繁杂的原始音调、原始律、原始调式中终于脱胎出原始音阶（五声或七声）。
但由于地域差别，原始音阶还存在着不同高度和音阶内部相对音高关系不够准确和稳定的状况。
　　原始音阶的固定实质上形成了早期律制形式。
音阶被正式固定下来应该是完善的编管乐器创造出来以后。
人们在长期的竹管实践中，很容易发现管的长短与音高的关系，即管长者音低，管短者音高。
当人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具备了十以内的整数思维时，对竹管竹节数的比较中，可能发现与管音高度的
对应关系。
当管长分别为九、八、七、六、五竹节数字关系时，所吹出的音高与原始音阶宫、商、角、徵、羽大
体吻合。
抑或在单管上比照某种物体或比照大拇指宽度确定音孔位置，从而确定了原始音调和原始音阶①。
人们从这些数字和音高的关系中加深了对音阶的认识，同时也找到了其他弦乐器的发音规律，从而逐
步认识了计算音阶中各音的方法，把对音阶的认识推到了理性高度，音阶才得以以科学的方式正式确
立。
　　吕骥在《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一文中认为：根据对山
西万泉县荆村和太原义井（两处相距约300多千米）出土的两个新石器时期的二音孑L陶埙进行测音的
结果，发现两个埙的全闭音几乎完全相同。
前者所发的三个音，构成两个音程，一个纯五度和一个小七度，后者所发的三个音构成一个小三度和
一个纯四度。
如果把这两个陶埙所发的音合并在一起，正好构成了五声音阶，和我们今天应用的五声音阶完全相同
。
　　这五个音可以看成是C大调的mi、sol、la、si、re音，也可以看成是G大调的la、do、re、mi、sol音
，或D大调的re、fa、sol、1a、do音，由此推断我国五声音阶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已经形成②。
　　黄翔鹏先生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一文中认为：我国有
规律的音阶形式的产生，不会迟于距今5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距今6700年左右的半坡一音孔陶埙中保存的小三度音程在我国音阶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③出土的三音孔陶埙的测音则表明它们所产生的音阶序列已经可以采用西周
以来的“阶名”加　　①参见陈其射：“河南舞阳贾湖骨笛音律分析”，《天籁》2005年第1期，第8
～9页。
　　②吕骥文：“从原始氏族社十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中国传统
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见：《音乐论丛》1979年第2辑。
　　③可能是介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和奴隶社会早期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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