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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也维同志的新著《唐代音乐史》即将付梓，我有幸先睹为快。
拜读之后，感到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行文朴实、逻辑严密，以历史史实与音乐哲理，展现了中国音
乐史上唐代这个成就辉煌的历史阶段的风貌。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其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具有多元化的
特点。
与之相呼应的是，唐代的音乐思想、音乐体裁、音乐门类等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态势，留下了
许多烛照后世的音乐遗产。
吕骥老曾撰文指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富强的时代，陆上和海上的交通十分发达，与东西
方各国的贸易交往频繁，在文化艺术上各兄弟民族和毗邻各国的音乐舞蹈艺术的大量传入，形成中国
歌舞的鼎盛时期。
”①说起吕老对唐代音乐的评价，笔者不禁想起关也维同志与吕老有关《唐代音乐史》的一段交往和
吕老对此书稿的评价。
　　1998年秋天，关也维同志托赵毅同志给我带来他撰著的《唐代音乐史》书稿，并嘱我看后转呈吕
老审阅。
当我将关也维的书稿送到吕老处，他听了我对书稿情况的介绍后，非常高兴地翻阅起来，先是将目录
的章节浏览一遍，接着仔细地阅读“前言”。
吕老十分喜悦地称赞这是一本有分量的音乐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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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代音乐史》研究了唐朝时期的音乐，分九章，内容包括唐代民间音乐、宫廷燕乐、琴曲与雅
乐、各民族音乐融合与对外音乐文化的交流、音乐基本理论与记谱法、燕乐调式音阶体系、音乐创作
技法、音乐机构与乐舞教育、音乐思想与文艺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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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也维(瓜尔佳·伊文阿)，锡伯族，民族音乐家。
历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音乐研究室主任、艺术系音乐教学研究室主任、音乐舞蹈系主
任及民族音乐学研究生导师。
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北京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副会
长、《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编辑奏员会委员兼中国民族音乐主编、《音乐研究》杂志编委等职
。
主要著作有：《从新疆古老的音乐探索燕乐调式音阶理论》、《木卡姆的形成及其发展》、《维吾尔
传统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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