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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远古的时代，东西双方在对方的眼中都是一个梦，一个神话。
希腊人最早把中国人称“赛里斯人”，他们认为赛里斯人“身高达十三肘尺”，“寿逾二百岁”，皮
与河马相近，故万箭不能入”，中国人此时在西方人眼中真是半人半仙。
在《吕氏春秋·古乐篇》、《逸周书·王会解》等先秦典籍中，我们的先祖也有了一些对西方的认识
，如《山海经》中，我们的先祖把西部世界的人描绘成“其状如人，豹尾虎齿”，由此可以看出，那
时西方人在中国人眼中也是半仙半人。
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那一望无垠的大漠上的阵阵驼铃声连起了东方和西方，那时双方的交往大都还
停留在器物交流的水平上。
元代时东西交通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成为蒙古大汗的座上客，据说还被派到了扬州当了几年
的“父母官”，但他那本震惊西方的《马可·波罗游记》竟然一字未提孔子、儒家，难怪至今有人怀
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或许是像黑格尔所说，那时人类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宗教和哲学的阶段，因而根本谈不上实质
性的思想和哲学的交流。
世界近代化的曙光是在碧蓝的大海上升起的，哥伦布这个被有些人称做“是个骗子、可耻的人、小偷
和见了女人就追的人”，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寻找契丹”，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那神奇、富饶的东方，是大航海的直接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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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顾历史的意义之一是可以树立人的现代感。
笔者希望人们在了解了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之后，可以增加一些关于中西音乐问题的兴趣，进而关注
目前仍然是音乐界热门话题的中西音乐关系的讨论，或进而通过中西音乐交流事例而体察现代社会的
文化现象；而关注社会文化及中西音乐关系的读者也有可能从本书中获得一些相关的历史信息。
    《明沫间的中西音乐交流》是笔者在所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的基础上，按史话的叙述体例，截
取明清时期内容，经过改编，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完成的，两书各成体例，但由于本书所述
时间和内容上的限定，两书在材料和文字有重复之处，这是笔者要向读者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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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亚兵，男，1959年生人。
1986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学士论文《唐渤海国音乐初探》曾获第一届全国艺院校学
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二等奖。
198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汪毓和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硕士论文《论我国重奉音乐创作的发展》
曾获得第二届全国艺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二等奖（最高奖）。
1988年考为中央音乐学院廖辅权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1919年以前的中
西音乐交流史料研究》。

  陶亚兵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导师。
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黑龙江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省重点学科带头人。
所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获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社科成
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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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西传的推测音乐律学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一方面，有史以来，中国的音乐律学是与重要而神秘的占卜、天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
为了解决“三分损益律”所形成的“黄钟不能还原”问题，弥消24音分“古代最大音差”，从汉京房
开始，经晋苟勖、南朝何承天、宋代蔡元定等几代律学家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至明代朱载堉于1581年
发表“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理论，最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一千古难题，在世界音乐史上最先提出
了十二平均律理论。
朱载堉（1536～约1610）明宗室郑恭王厚烷之子（通称郑世子），精于律学、历学、数学。
1581年（明万历十二年）他在其著作《律历融通》中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生律方法，又经《律吕精义
》、《律学新说》（1584年成书）书中的精密计算与科学实验，创造了相邻半音的频率比为1.05946的
“密率”。
这是世界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平均划分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律学理论。
尽管这一世界性的伟大发明在中国没有立即应用于音乐实践和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但这一发明对于
中国乃至世界律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朱载堉同时代的李之藻在其十卷巨制《泮宫礼乐疏》律吕部分中就已多次提及郑世子《律吕精义》
及朱氏十二平均律理论。
此后成书的律吕著作大凡也要提及朱氏理论，尽管这些著作中有不少是一方面承认朱氏理论的精确，
另一方面却又以传统三分损益律排斥十二平均律。
陈澧《声律通考》中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载堉著书，可以精研算法，如欲通行天下，安能使工人学
算而后制其器，伶人学算而后按其声乎？
⋯⋯（三分损益法）数虽微差，而且音则不觉有差也，古法诚不必改也。
”与这样为循“古法”宁肯抱残守缺也决不探索创新的愚腐之见相反，盛赞朱氏十二平均律理论的也
不乏其人。
朱彝尊在为朱载堉《乐律全书》所作的“跋”中既称朱氏十二平均律为：“河间献王之后，言礼乐者
莫过此者也。
”1758年江永在其著作《律吕阐微》中提到这项发明时称：“余读之，则悚然惊，跃然喜，不意律吕
真数即在‘堉氏为量，内方尺而圆其外’一语⋯⋯”总之，于上述褒贬之间亦可得见朱氏理论的影响
之钜。
对十二平均律理论的研究探索不仅限于中国，在西洋音乐中特别是在键盘乐器如管风琴、钢琴、风琴
等乐器上，在没有发明十二平均律以前，这些键盘乐器受到律制的限制，演奏的调性不多，难于适应
转调的需要。
在不适合的调性中演奏某个和弦还会出现刺耳的“狼音”。
因而，寻找十二平均律在西洋音乐中就更为迫切，西方律学家也在千方百计地钻研解决问题的办法。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是世界首创，其影响完全可能传播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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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大航海时代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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