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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学丛论》辑录的文章，撰写于1986年至2011年的25年间，其中大部分已经发表，只有2010年至
今所写的几篇尚未刊布。
凡已发表的文章，均在篇末注明出处。
20世纪80年代，作者方建军对流行音乐一度颇感兴趣，有关音乐学专业建设、音乐评论以及书评、书
序和访谈等，也大多不能超出方建军的业务范围。
但是，这本文集的内容毕竟是十分芜杂的，现在勉强将其分类，编为五个部分，实际它们之间互有交
错，难以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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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建军
1962年出生。
哲学(民族音乐学)博士。
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音乐史、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的教学与研究。
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系(学士)；1985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硕士)，遂赴西安音乐学
院工作，曾任该院音乐学系主任、音乐研究所所长；2005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博士)，同年
调至天津音乐学院工作。

199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并入选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04年获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CC)奖，赴美国考察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乐器并进行学术交流。
2006年入选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主要著述有专著《中国古代乐器概论》等三部，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等二部，论文逾
百篇。
研制开发有《金石之乐：中国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BSCM
2．O)数据库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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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种考古学文化通常具有典型的遗迹和遗物，典型的器物形制和组合，在人工制品（包括音乐物
质产品）上反映出独特的文化面貌。
　　因为音乐考古材料是普通考古材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遗址或墓葬中共存，属于相应的
考古学文化，并具有相互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割裂音乐遗物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去孤立地
、静止地看待和审视音乐考古材料。
音乐考古学如果游离于考古学文化之外，其研究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我们必须将音乐考古材料与其所隶属的考古学文化作紧密的联系。
　　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也往往与一定的族属、部落或部落集团相联系。
考古学文化的综合信息，为音乐遗物的分域和民族属性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国的考古学文化一般以其发现地来命名，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
、陶寺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等即是。
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还有分层、分期和类型划分。
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有些虽然在发展时间上大体相当，但其文化性质却迥然有异。
相同的考古学文化，还存在不同的地区分布，从而具有区域性特征。
　　即使是同属一个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也应按照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分别予以对待。
就中国殷商时期来看，音乐考古遗存分布较广。
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殷都所在地，也是商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的音乐考古发现相对较为
集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殷商王都以外的其他周边地区，属于商朝统治的势力范围，分布着商朝的“
四土”或“方国”，那里同样有音乐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因此，应该结合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②，使研究工作具体化，而不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
。
　　不同考古学文化发现的乐器，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因而不宜将它们生搬硬套或同置并论。
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在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均有发现，它们是不
同地域、不同族属人类共同体的创造，应分别将其视为不同文化单元的乐器予以研究，而不宜将其混
为一谈，并入同一发展体系。
当然，对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乐器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应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是对考古学文化分区、分系、分类的层级划分。
不同区、系、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反映出各自的文化属性、特点以及各考古学文化的来源、传播、发
展、消亡的历史。
音乐考古学必须依靠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音乐考古材料进行处理，这是一项不可或缺
的基础性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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