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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李健正先生结缘有一段曲折过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开始研究唐代歌诗，很自然地关注到唐代音乐的留存情况。
一日我在西单图书大厦购得了199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健正先生所著《最新发掘唐宋歌曲》
，欣喜异常，渴望有机会结识李先生，当面请教一些问题。
2000年春我到西安参加由西安联合大学师长泰先生主办的王维国际学术研讨会，住在唐城宾馆。
我以为这是一个寻找李先生的好机会，于是在开会时留内人在房间里照着电话簿打电话。
然而从《最新发掘唐宋歌曲》中所得到的李先生个人信息太少，几十个电话打过，没有丝毫收获，心
情很失落。
2007年春天，在赵敏俐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卫亚浩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又说到此事，家住西安的卫亚浩
说他能找到李先生。
赵老师和我都非常高兴，当即委托卫亚浩去邀请李先生参加秋天举办第一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
。
会上我们终于迎来了李先生和师母王晓燕老师。
会间我和赵老师与李先生谈论甚欢，确立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李先生合作的一系列项
目。
如今李先生《大唐长安音乐风情》即将面世，心中自然十分高兴，愿意借此机会表达对李先生敬佩和
祝贺之情。
　　古乐发掘是难度极高的工作，已有的古乐发掘成果学人们多互不认可。
我于音乐纯属外行，没有资质品评各家工作的高下，但我相信李先生的工作，因为我相信李先生的工
作原则。
他在《大唐长安音乐风情》概述中说：“笔者为自己提出了四项原则：第一，发掘必须有古谱，这是
根本。
第二，发掘必须符合历史记载。
第三，发掘必须能用当时的音乐理论来进行解释。
第四，发掘必须有同名的歌词相配合。
这第四项虽然不能用于器乐曲，但对于‘亦歌亦舞’的唐大曲却是最直接的佐证。
”这四项原则我的理解是：依谱说话、史实佐证、逻辑合理、歌名相符。
人们可以怀疑这些成果的可靠性，但怀疑不能凭空想象。
如果认为这些成果不可靠，就必须指出这些工作原则不可靠，反之就应该相信这些成果，除非这些成
果的得出过程没有贯彻他的工作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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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长安古乐半字谱发掘的唐代大曲凉州、柘枝、倾杯乐及其他；从中国古琴减字谱发掘的唐代歌
曲捣衣、子夜吴歌及其他；从中国琵琶工尺谱发掘的唐代法曲⋯⋯霓裳羽衣舞曲；从皎然唐诗发现的
中国古代乐器碗碗及优雅迷人的碗碗腔开元年间在长安终南山中诞生的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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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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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长安古乐研究》目录：序 赵敏俐／1一、长安古乐综述／1西安《古乐》今昔谈／2西安古乐谱概述
／13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之一——行乐／29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之二——坐乐(上)／46《西安古乐的
演奏形式之二——坐乐》译谱／55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之二——坐乐(中)／76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之
二——坐乐(下)／85论工尺谱源流／101西安古乐曲体考释／114一种中国传统的音乐结构分析法／128
长安古代歌曲结构分析／139长安古乐的歌章／157长安古乐乐种说／160伊州歌与侧商调／166福建南
音与长安古乐的音律研究／177长安古乐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06长安古乐调与日本雅乐调的比
较研究／223附录：“申遗”还是长安古乐好——李健正研究员访谈录李铠／240二、外十四篇／245陕
北曲项琵琶／246陕北艺人说书图创作的前前后后／251我国近代杰出的古琴家张友鹤／253中国音乐分
类法研究／267中国音乐发展的必由之路／323陕西戏曲音乐的一大特色——清商调／332梨园文化亟宜
开发／350唐代梨园与梨园音乐／355略论中国戏曲音乐／368唐代梨园、梨园行与梨园学／380文化工
作研究／384开掘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事业／385乐谱现代化与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研究／392关于开发骊
宫唐代音乐风情旅游景区的设想／400发明于长安城的唐代主奏乐器——琵琶以及高度发达的唐代音乐
文化／405《最新发掘唐宋歌曲》目录：序言 阴法鲁／1原版编者引言／1最新发掘唐宋歌曲发掘报告
／5一、发掘的动机／6二、我靠什么来进行发掘／13三、发掘唐代半字谱／17四、发现唐俗乐二十八
调／24五、发现隋、唐琵琶律／42六、新发掘的唐、宋歌曲／51唐宋歌曲内容说明及简谱、五线谱
／55望月婆罗门／56苏摩遮、苏幕遮／68鹊踏枝／77忆江南／80伊州歌／84柳含烟／88乌夜啼／94虞美
人／97点绛唇／101黄莺儿／104桂枝香／108满庭芳／113千秋岁／119朝天子／123醉花阴／126秋波媚
／129西江月／132风入松／135半字谱与韵曲／139满园春／141紫金冠／144玉娇枝／149青春／161歌沙
／166后记／187出版后记／188《大唐长安音乐风情》目录：序言 吴相洲／1大唐长安音乐风情概述／1
甘州歌／4凉州／7柘枝／29倾杯乐／39大唐五台曲子寄在苏莫遮／50遐方怨／61三台／67霓裳羽衣曲
／86大唐曲江春天的歌(游春，渌水及幽居)／110大唐长安秋夜风情／124捣衣曲／126子夜吴歌／130清
平调／132唐长安终南山音乐遗响——碗碗腔／152十王庙／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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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唐玄宗和梨园的特别关系，当时表演艺术界的所有人都想成为“梨园弟子”。
因此京城长安就形成了一种重视音乐歌舞的时尚，而这种时尚，渐渐演变就又形成了一种“梨园文化
”。
梨园文化是唐代长安城的精神文化，亦是唐代长安的主要人文景观之一。
正如唐代诗人王涯《游春辞》所写：“曲江丝柳变烟条，寒谷冰随暖气消。
才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
⋯⋯”；又如郑蜗的《津阳门诗》：“⋯⋯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
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
都庐寻幢诚龉龊，公孙剑气方神奇。
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
”再如张祜的《华清宫诗》“天阙沈沈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
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
⋯⋯”正是这些从春到秋，从日到夜由梨园弟子高超的表演艺术所构成的唐代长安独有的人文景观，
吸引着中亚细亚、波斯、大食、（今阿拉伯）、印度、马来西亚、越南、朝鲜、日本等世界各国的商
人来长安做生意、留学或定居在长安，使长安成为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著名的国际都市。
唐代表演艺术的高度发展，也造就了一批著名的表演艺术人才。
比如著名的歌唱家许和子、笛子演奏家李暮、琵琶演奏家贺怀智、古筝演奏家李青青、筚篥演奏家尉
迟青、羯鼓演奏家花奴、作曲家白明达、舞蹈家公孙大娘、戏剧表演家黄幡绰、张野狐、李仙鹤等；
在艺术创作上，也出现了一批千古流芳的乐舞作品，比如：歌舞就有“霓裳羽衣舞”“胡旋舞”“胡
腾舞”“浑脱”“剑气”“柘枝舞”“杨柳枝”“春莺啭”“凉州”“伊州”“甘州”“绿腰”“巾
舞”“拂舞”“鞞舞”“巴渝舞”“白纻舞”“字舞”“花舞”“马舞”“兽舞”⋯⋯尤其是“霓裳
羽衣舞”和马舞“倾杯乐”更是空前绝后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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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宋音乐三书(套装共3册)》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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