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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音乐史普修教程》原始社会、夏、商时期的音乐、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秦、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隋、唐、五代时期的音乐、宋、辽、金、元时期的音乐、明、清时期
的音乐、清末民初音乐发展概况、20世纪20年代音乐发展概况、20世纪30年代音乐发展概况和20世
纪40年代音乐发展概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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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中国古代音乐史　　第一章　原始社会、夏、商时期的音乐（9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
　　第一节　原始乐舞　　中国音乐的历史应该从何时开始算起呢？
这或许是我们翻开音乐史书最先想到的一个问题。
中国音乐文明起源很早，大约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便有了人类的音乐文明。
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音乐的记载，虽然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并不能尽信，但近几十年以来大
量音乐文物的出土，还是以确凿的事实表明中国音乐文明的久远以及在同时期的文明中所达到的高度
。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笛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距今九千年左右，这也是中国
音乐历史有据可靠的开端。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早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态，一般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发展阶
段，这种划分是以生产工具的打制或是磨制作为主要特征而加以区别。
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难以考证，原始社会的音乐面貌被遮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原始社会的音乐可以从原始乐舞和原始乐器两个方面考察。
前者原始乐舞是指歌、舞、乐综合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人类音乐的早期形态。
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中，“乐”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它与后世“音乐”的含义有所不同。
这种集歌唱、舞蹈和奏乐于一身的艺术表演形式，称之为“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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