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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出现了《乐记》、《吕氏春秋》等音乐学的代表性的著作。
相传为公孙尼子撰写的《乐记》，论及了有关音乐本原、音乐美感、音乐的社会作用、乐和礼的关系
等，是为音乐哲学的滥觞性著作。
由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的《吕氏春秋》，则留下了有关远古音乐、音乐与自然社会
政治关系，尤其是音律方面的记载。
此后，在各朝各代的志书中都有《音乐志》（或《礼乐志》），全面介绍当时的音乐制度、乐律、乐
队、乐曲和礼仪规范等内容。
    本书试图运用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借鉴相关学科（如考古学、文学学、文化学、历
史学、民族学、民谷学等）的资料、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记谱法、乐谱，作一
较为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
全书拟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记谱法和乐谱为切入点，分别论述乐谱的功能、形成变易、乐谱中的时代地
域阶层流派特点、中国传统记谱法的外传、外来记谱法的吸纳与运用、中国传统记谱法的种类及其解
读、中国传统乐谱的特色及其乐学内涵美学意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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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字谱的解读——打谱的含义与方法  第二节  古琴谱蕴涵的古乐学遗存    一、正调调弦法及其沿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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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一、姜白石及其著作    二、白石道人歌曲概说  第二节  白石道人歌曲17首的谱字、调名、音高定
律及其译谱    一、17首的谱字是工尺谱的减字谱    二、17首词牌下的调名是燕乐调的俗名    三、关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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