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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
在音乐领域从来就有一种将听觉以外的各类载体，特别是文字载体排斥在外的论说。
　　19世纪后期，在关于“标题音乐”的一场论争中，尽管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没有占上风，但他从
音乐创作上已经表明了反对文字的标题或解释进入音乐的关于“纯音乐”的主张；作为既创作过“纯
音乐”也创作过标题音乐的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他的作品有着不少文字的标题或是在致梅克夫人
的信中作了种种详尽的文字说明，但他还是认为，文字的解释会将音乐引入“误区”；至于在音乐创
作中几乎没有离开过文字标题的门德尔松，对于用文字诠释音乐，也持了否定的观点。
他说：“每当我用文字来表达音乐的思想时，我感到有些好像是说对了，但同时又感到全部说得不令
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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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近朱，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史论专业。
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纪录片编导工作，以及西方古典音乐的普及工作。
　　电视作品：在《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伏尔加日记》、《再说长江》、《感受交响音乐
》、《世界华人》、《大京九》、《庐山》等大型系列片中任编导和总编导。
曾任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艺术指导。
曾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新闻署主办的国际合作大型电视纪录片《小行星计划》创作。
　　音乐著作：有《交响音乐史话》、《交响大师肖像》、《走近交响音乐》、《乐圣贝多芬》、《
世界交响名曲欣赏》、《邮票图说西方音乐史话》等12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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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我的音乐生活》（1948年）《贝多芬》《萧邦》《柴可夫斯基》（1950年）《黑人歌手
罗伯逊》（1950年）⋯⋯乐史书迹乐赏书林乐论书叶乐作书谱乐籍书帜我书我话（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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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方民族之音乐》借鉴了英国、法困、德国在“比较音乐学”上的成果，特别是治学上的新思
维新方法，以其对于中国乃至东方一些国家音乐传统与现状的深入研究，独创性的概述了“亚洲各种
民族音乐”的来龙去脉。
王光祈先生在德国的学者生涯中，因接触到了西方的“实验”的科学方法，所以极其重视乐制中的“
乐律”研究，许多著作皆以“乐律”为核心，探微索隐。
这本书的宗旨亦为“先论乐制，即讨论‘律’与‘调’两个问题，后举作品。
以便读者对于该族音乐得着一个明了概念”。
　　《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世界上有三大乐制--“中国乐系”、“希腊乐系”
、“波斯阿拉伯乐系”。
其中欧洲国家音乐皆属“希腊乐系”。
书中则以“中国乐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作为论述“东方民族之音乐”的线索。
　　《东方民族之s'乐》-书分三编。
上编为“概论”；综述了三大乐系的构成，并有“音阶计算法”佐证。
中编为“中网乐系”；在论及本土乐制中特别辟有“西藏之乐制”、“西藏之作品”章节。
而后则有蒙古、高丽、安南、日本、瓜娃四国之乐刺与作品的叙说。
下编为“波斯阿拉伯乐系”；作者论及了土耳其、印度、缅甸、逻罗以及波斯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域的
乐制与作品。
　　《东方民族之音乐》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东西方的音乐界有着较大影响。
日本学者岸边成雄称赞王光祈先生为：“东方研究比较音乐学的第一人”。
　　王光祈先生《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的中华书局E行，此书封面，素白朝天，浅浅
印上书名，几无任何装饰与设计。
于朴素中蕴涵文化的深意，这是一种很别致的“包装”。
于今看来，可以引出太多的遐想。
　　我想，研究“比较音乐学”，王光祈先生不仅仅是为了从人类音乐文化中理出音乐变迁的规律，
而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以此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认识、继承、发展，以振奋民族精
神。
诚如他曾写过的一段“激扬文字”所云：“吾将，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
，从新沸腾。
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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