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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

内容概要

在西方音乐盛行的今天，重读我国著名音乐家王光祈的经典名著《中国音乐史》，对于理解作为礼乐
之邦的中国源远流长的音乐文化意义深远。该书建基于王光祈先生对中国音乐的广博知识和深刻体悟
之上，以书写音乐的手法写史，将乐理常识埋藏于历史脉络之中，阐明了中国音乐的肇端，发展，流
派和原理，是一本关于中国音乐的不可错失之作。

Page 2



《中国音乐史》

作者简介

王光祈（1892-1936），中国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对中国音、西洋音乐及许多东方民族音乐有全
面系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
西洋乐器提要》、《西洋制谱学提要》、《西洋音乐史纲要》、《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
》、《中国乐制发微》、《中国音乐之异同》、《东方民族之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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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编纂本书之原因

第二章 律之起源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根本思想
第二节 由五律进化成七律
第三节 十二律之成立
第四节 黄钟长度与律管算法

第三章 律之进化
第一节 京房六十律
第二节 钱乐之三百六十律
第三节 何承天十二平均律
第四节 梁武帝四通十二笛
第五节 刘焯十二等差律
第六节 王朴纯正音阶律
⋯⋯

第四章 调之进化
第一节 五音调与七音调
第二节 苏祗婆三十五调
第三节 从亚刺伯琵琶以考证苏祗婆琵琶
第四节 燕乐二十八调
第五节 唐燕乐与琵琶
⋯⋯

第五章 乐谱之进化
第一节 律吕字谱与宫商字谱
第二节 工尺谱
第三节 板眼符号
第四节 宋俗字谱
第五节 琴谱
第六节 琵琶谱

第六章 乐器之进化
第一节 敲击乐器
（子）本体发音类
编钟 钲（镯） 云锣 铙 星 特磬 方响 口琴 巴打拉 ⋯⋯ 拍板 舂牍 搏拊
（丑）张革产音类
县鼓 建鼓 雅鼓 鼗 腰鼓 行鼓 龙鼓 杖鼓 蚌札 手鼓 达卜 那噶喇 达布拉
第二节 吹奏乐器
（子）箫笛类
排箫 箫（尺八管） 笛 龙头笛
（丑）喇叭类
大铜角 小铜角
（寅）芦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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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

管（头管） 胡笳 ？篥 画角 蒙古角 金口角
（卯）弹簧类
笙
（辰）罐形类
埙

第三节 丝弦乐器
（子）弹琴类
琴 瑟 筝 密穹总 总稿机 琵琶 月琴 丹布拉 三弦 二弦 火不思 塞他尔 喇巴卜
⋯⋯

第七章 乐队之组织
第八章 舞乐之进化
第九章 歌剧之进化
第十章 器乐之进化
附录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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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

精彩短评

1、读起来有些吃力，不过非常全面的介绍了中国古代的音和律，学习传统音乐的人可以看一看。
2、从没见过谁这么认真地算音律⋯⋯
3、本书对中国乐律的研究较充分，尤其是第二章，暂未全懂，待仔细再读。王光祈先生所受的德国
教育优势在此一览无遗，德国人重视乐律的研究是自古传袭的，书中所提的同校Hornbostl更是史上著
名的物理声学专家，王先生与之同代同校，显然所受影响不小
4、言简意赅，遣词诚恳，如果没有特别爱好的人很难读下去，但是确实是一本没有乱写和废话的好
书
5、图文并茂，不错
6、豆瓣对此书评价甚高，看了下偏重于乐律的研究，这正是我所关心的。另，书后所录重要参考资
料，有江阴“牛人”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此书甚为难觅。
7、本书绝不是资料汇编为主，史论结合的风气很甚，部分段落还插入了作者的留德的学习生活，显
得生动有趣。书中，中外交通的问题意识颇强，大概是接续了德、日等学者的熏陶。有中外文献，有
实物图录，有系统的“科学”分析。那个时代的音乐史不同于今日的文化史，讲求细节上的实证研究
。虽然很多乐谱、律之类的图表看不懂，毕竟我从小缺乏音乐教育。但阅读中，发觉王光祈的文笔确
实很有气势，脉络也很清晰，仿佛有梁启超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自序和第一章《编纂本书之原因》。
可惜音乐知识太专门，我就只能看个大概了。又，这本书增添了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一个维度。在中西
碰撞之间，“国乐”成了老古董，多靠日、德人保存。这也或许是为什么，今日听东洋风、中国风的
音乐，倒是日本、德国人作的曲有滋味。
8、这看着才像一个懂音乐的人写的音乐史，而且有史料有态度有想法。许之衡的音乐小史属于完全
瞎猜型，臧一冰的属于百度百科堆积型（还不是史料堆积）
9、王光祈汇通中西的功力可敬可叹，我还得去补充乐理知识。
10、音乐学必读书目，
11、乐律这些太难懂了 永远的一知半解和到名词了解为止了
12、王光祈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已远远超过了前人，从“律、调、谱、器”为古代音乐史著述知识系统
构成的主体框架，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尤其对古代乐律学知识有较为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对我触动最大
的其实是他的自序部分，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学术自尊或者说是文化自尊，这是当时国内同类著作的撰
述者不可能具有的强烈感受。
13、筚路蓝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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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

精彩书评

1、当时觉得书里面关于音律的研究很好，还有很多中国乐器的制作技术指标，后来搜索，该作者很
牛，早年留学德国深造音乐。和刘天华 杨阴浏同名。
2、王光祈是最先系统地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将中国音乐和某些东方民族的音乐同西洋音乐进行
比较研究，提出了把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分为“中国乐系”（五声体系）、“希腊乐系”（七声体系）
和“波斯阿拉伯乐系”（四分之三音体系）三大体系的理论，现在有些研究就是基于这个理论之上的
。手头上有关《中国音乐史》类型的书一共有7本，包括教材范本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陈四海
的《中国古代音乐》，还有一本是出自考古学家之手的^_^  通看王光祈的这本《中国音乐史》，它是
基于对雅乐（宫廷音乐）律、韵、调、乐器、技法的研究，排除了对民族民间音乐，这是它阳春白雪
的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本书中有大量的专业音节运算（不禁想到德国人的严谨体现在这里^_^）专
业系统的同时注定了这本书的命运----普及面狭窄，呜呼，心很痛啊。下面附上这本书的目录。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编纂本书之原因 第二章 律之起源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根本思想 第二节 由五律进化成七律 
第三节 十二律之成立 第四节 黄钟长度与律管算法 第三章 律之进化 第一节 京房六十律 第二节 钱乐之
三百六十律 第三节 何承天十二平均律 第四节 梁武帝四通十二笛 第五节 刘焯十二等差律 第六节 王朴
纯正音阶律 第七节 蔡元定十八律第八节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第九节 清朝律吕第十节 十二平均律与十二
不平均律之利弊 第四章 调之进化 第一节 五音调与七音调 第二节 苏祗婆三十五调 第三节 从亚刺伯琵
琶以考证苏祗婆琵琶 第四节 燕乐二十八调 第五节 唐燕乐与琵琶 第六节 燕乐考原之误点第七节 南宋
七宫十二调第八节 宋燕乐与觱篥第九节 起调毕曲问题第十节 元曲昆曲六宫十一调第十一节 昆曲与小
工笛第十二节 二簧西皮梆子各调 第五章 乐谱之进化 第一节 律吕字谱与宫商字谱 第二节 工尺谱 第三
节 板眼符号 第四节 宋俗字谱 第五节 琴谱 第六节 琵琶谱 第六章 乐器之进化 第一节 敲击乐器 第二节 
吹奏乐器 第三节 丝弦乐器 第七章 乐队之组织 第八章 舞乐之进化 第九章 歌剧之进化 第十章 器乐之进
化 附录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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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

章节试读

1、《中国音乐史》的笔记-第1页

              认同“实物研究法”为重的治史观，用物理的方法，从入论理（阴阳）思想去解读，引章断句
（典籍）兼顾传说，推类各现象之间关联，让观者有趣。
     通过谱和歌剧（戏曲）进化讲解，将音律、乐器之演变与历史变迁相埋。最后一页“问题”，将史
论要点一一比对和回味。今日之琴谱确与作者构想一致，五线谱+手法谱+“花样符号”。
   好书，半日读毕。
----------------------
1、“偶然”之所以能成学说系在数理一科进化到相当的程度以后。
2、竹不可调，众乐和协，需定音而律。
3、每调皆有特性，可以表现某种感情。此律止调存的原因。
4、昆曲重“子音”，辞主调奴，忽吞忽吐，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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