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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过程，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科学规律，即音乐或音乐素材出于民间，历代的
新音乐都是在继承了旧有音乐的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处于不停地变
化状态中。
就乐曲说，在流传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区、民族、流派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有些消失了，有些流
传下来。
流传下来的乐曲都是群众喜爱的，也在变化中，但它们的基本旋律却有顽强的生命力，或者比较完整
地保存下来，或者局部地变相地保存下来，会使人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这种情况在西安“古乐”中也可以看到。
西安地区流行的古乐，源远流长。
过去经当地民间的音乐社团和音乐家世世代代辛勤传习，并不断地加以发展，才保存下来；自解放以
后，各古乐社都进行了发掘和整理音乐遗产的丁作，很多音乐工作者也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
不少论著，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加深了对我国古代音乐的认识。
各古乐社和老艺人保存下来的古乐谱有一千多曲，此外还有心传口授的乐谱、演奏程规及技巧。
许多学者认为古乐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唐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传统，特别明显的是保存着那么多
唐宋燕乐大曲的艺术传统。
这样分析是有道理的。
虽然古乐经过多次继承、创新、补充和调整的发展过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唐宋以来音乐的
流风余韵仍然活跃地体现在古乐里。
例如：大约南北朝末年由波斯（今伊朗）经中亚和新疆传入中原的“泼寒胡戏”，它所用的乐曲，名
《苏摹遮》，后改名《感皇恩》，据李健正同志研究，古乐曲谱中就有《苏幕遮》的影子。
“泼寒胡戏”原来是由泼水祈福的习俗演化而成的，至唐代曾在长安（西安）、洛阳等地风行一时。
表演情况，可以由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给皇帝的奏疏中了解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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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发掘唐宋歌曲（新版）》的唐宋歌曲19首及关于古谱、音律、唐俗乐二十八调等学术著述
，就是他长期从事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部分成果。
在对古代音乐理论的探求上，态度严谨，多思善辨，每有所得，立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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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健正，男，1940年11月9日出生于西安市，祖籍陕西华阴。
音乐学家，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南音学会理事、中国泉州南音集成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际乐谱现代化协会（MNMA）会员。
出身书香门第，酷爱音乐、文学，14岁即在西安“群众堂”登台为国际友人表演笛子独奏，1955年考
入西北艺专附中，师从平湖派琵琶大师杨少彝先生和蜀派古琴大师喻绍泽先生，1962年毕业于西安音
乐学院。
先后在陕西乐团、陕西省歌舞剧院歌舞团任首席琵琶演奏员、拨弹乐声部长之职。
1980年主动要求参加筹建“唐代燕乐研究室”工作，后合并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其音乐学研究注重以中国传统乐学、律学为主，善用音乐实践来验证科研成果。
熟识中国古代音乐，能解读五六种中国古谱。
出版专著《最新发掘唐宋歌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
在《中国音乐》《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交响》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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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然，毕竟是经过了几百年了，所以我在挑选曲谱时是比较慎重的。
相同的曲目，必须以与歌词配合协调者才能选用。
唐、宋歌曲19首的发掘工作，是从1985年开始的。
那一年，我参加了几次学术会议。
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施议对先生，他对诗词与音乐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
对我很有帮助。
同年，我还结识了任半塘先生的高足王小盾博士，他受半塘先生影响，立足文学，热爱音乐，他的博
士论文《唐杂言》对我很有启发。
我在发掘的过程中每遇到文学方面的疑难，便写信请教于他，他也是有问必答。
在文学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的发掘工作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我选择歌词的原则，首先是有代表意义的佳作，一般的诗词即使可以找到合适的曲谱也暂不入选。
诗词的来源有唐、五代及宋的传世之作，也有敦煌发掘的歌词。
在译、配的过程中，我首先从曲目的相同情况上来考虑。
比如《鹊踏枝》曲名和词名就完全一样。
《虞美人》是李后主的佳作，而曲谱原名“玉美人”，初步配合后情调合适，方认识到“玉”字是“
虞”字的同音别字，所以就采用了。
也有的歌曲名称是历史上改动过的，如唐天宝十三载改金风调《苏莫遮》为《感皇恩》，所以我选的
词名是《苏莫遮》而曲名却是《感皇恩》。
对于曲调与词，在原则上是不允许改动的，就像发掘地下文物一样，尽可能保存原貌，否则就不是发
掘而是改编了。
但歌词是可以反复的，这是传统音乐的表现方法之一。
19首歌曲中，仅《苏摩遮》的曲调在第11拍增加了一拍，原因是这里明显是上、下句乐句，下句又是
上句的“换头”，结果下句中间却掉了一拍，估计是原谱抄写时的遗漏，好在用上句中段补足就可以
了。
详细的译配情况在歌曲的“内容介绍”中都已谈到了，这里不再赘述。
这些歌曲初译时全部采用简谱，是因为简谱在唱名法上与半字谱有相通之处，而五线谱的固定唱名法
并不能表示半字谱的宫调含义，后来推演出了二十八调调号，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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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古代歌舞乐艺术的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全盛时期。
据史书文献记载，其品类之繁多，规模之宏大，演艺之精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
那是个大飞跃大繁荣的年代，创造了无比丰厚的艺术成果。
可惜的是到了今天，这份灿烂的古代艺术遗产不仅没有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辗转流失，湮没殆尽。
于是，一个繁重而艰巨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今天的古代音乐研究者的肩上了。
李君健正，陕西省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室研究员。
在西安音乐学院时，师从琵琶演奏家平湖派传人杨少彝先生，毕业后曾与我同在陕西省歌舞剧院工作
多年。
他聪慧内向，敏求好学，于演出工作之余，仍潜心钻研中国音乐理论及散失民间的长安古乐。
1980年调艺术研究所，对工作更为专心致志。
在对古代音乐理论的探求上，态度严谨，多思善辨，每有所得，立一家之言。
本书的唐宋歌曲19首及关于古谱、音律、唐俗乐二十八调等学术著述，就是他长期从事发掘和研究工
作的部分成果。
唐宋歌曲系根据散落西安民间的唐宋遗音——长安古乐中的若干曲牌，配以同名唐宋著名诗词而成，
并附有世所罕见的唐代半字谱，甚为珍贵。
其中尤以《望月婆罗门》、《苏摩遮》等歌曲，无论旋律或节奏，均新颖而独特，听来别是一种情味
，有耳目一新之感。
《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等文章，恐为音乐史学界长期企盼解决而反复求索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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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新发掘唐宋歌曲(新版)》：从长安古乐发现了唐代音乐记谱法——半字谱。
半字谱是打开中国古代音乐宝库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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