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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

内容概要

音乐文献学是20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本书结合作者的学术经验，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音
乐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具体讨论了传统学术的精髓，也讨论了不同类型的研究者胜任文史考据工作
的途径。分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学会阅读、利用工具书搜集专题资料等七讲，有近四十幅插
图和四个附录。附录部分重点解读了汉文音乐文献在中国古代丛书、类书及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
分布。本书文字清新、生动，部分内容采用指导练习的方式，对读者从零基础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学
术和音乐文化遗产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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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盾，江西省南昌市人，温州大学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扬州大学
、清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早期文化研究、中国
音乐史和音乐文献研究。近五年著有《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起源与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
文化论集》、《隋唐音乐及其周边》、《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献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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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

书籍目录

第一讲  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第二讲  学会阅读：以《礼记·乐记》为例
第三讲  掌握文史研究方法的三条途径
第四讲  古典文献学的构成
第五讲  利用工具书搜集专题资料
第六讲  域外汉文献中的音乐史料：越南和韩国
第七讲  域外汉文献中的音乐史料：日本
附录一  古典文献学参考书解题
附录二  音乐典籍在大型丛书中的分布
附录三  类书中的音乐资料
附录四  日本、韩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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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

精彩短评

1、深入浅出，用经验告诉我们如何进入学术工作，如何阅读并且利用好文献
2、实用易读的文献学入门书。讲音乐文献学，也讲一般的文献学方法。
3、终于开始读这本书了，发现王小盾的硕士导师是刚刚去世的复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先生。p.s.字号
行距那么大真心很坑啊。。。
4、简评：可据本书窥探一位专业文献学家的学术之路（只谈学术，花边新闻略过），满足学术初阶
筒子们的猎奇心理；相对圈里同类书确实生动，可操作性强。自我感觉重点在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如
何get筛书技能，让自己变成多功能超级小筛子，当然您得首先对文言有感觉，摔！
5、还真就很初级，可以做本科教科书
6、一个人的学术史，一个可人的概要书，一枚金针。
7、书名骗人。本以为是对历代音乐文献的介绍，结果只是给音乐学院的学生讲古代文献学的入门讲
义。前两章介绍学习方法，内容非常好，可以给五星。但后面的章节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文献学知识，
且多有重复。全书只能给三星。
8、应该改名叫手把手教搞音乐的学文献学。
9、誰知道作者猥褻女學生是個什麼情況··
10、除了附录，其余章节都扫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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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师爷的书。我对音乐文献学毫无了解，斗胆就本书所着重强调的方法，借笛卡尔之题，写篇读书
心得。本书虽是多次演讲稿和材料的拼搭，难以称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专著，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想要
了解音乐文献学的门外汉，也是颇有裨益的。王昆吾先生在这本入门书中特别强调了经验与方法的传
授。谈及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前者强调目录学作为治学的基础，后者强
调对原始材料的重视。先说前者，目录学有诸如《四库全书总目》等古代目录书作为工具，有了这种
工具，就能够在浩繁的材料根据个人的研究对象中有所取舍。完善的目录系统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
一笔重要遗存。同时王先生谈及了一种方法，或许对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都有参考意义，即拿出
每周拿出一定的时间在图书馆，在本学科的书架前逐一翻阅馆藏书目，对每册的题目、作者、旨要力
求了解大概，以期尽快建立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这种方法在我看来是立体的读书体系中的一环，再
细致些的读书则是写解题，做笔记，乃至反复精读，比较阅读等等方法的应用。王先生治学方法的核
心旨要即是极端重视材料，这也是崔师反复强调的。一切从材料出发，没有材料便不能说话，有多少
材料便说多少话。对于搜集材料，初期选定范围，在之后的研究中对相关材料竭泽而渔。重视一手材
料，有条件的话，二手材料一定要回归一手材料之中。王先生提出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包括：找得到材
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找得到材料，依靠辞书、类书、引得书、目录书开路，阅读圈定的
一手文献获得。至于读懂与分析，王先生提到了诸如比较阅读、注意材料中重复出现的内容等等方法
，还是建立在阅读经验上的敏感。历史的目的是揭示规律，而非复原。但这一目的性在方法论意义上
并不指向对逻辑思辨的独尊。王先生的经验是单纯的逻辑分析方法无法搞清楚很多事情。但用历史的
考察方法，考订资料可以建立历史的逻辑。编年谱、做考证等基础的文献工作的价值常常受到质疑，
的确学术的大厦不能停留在这些基础的研究，但是对材料的整理工作是最基础的，总要有人做。再就
是材料相对于问题通常总是显得捉襟见肘，现有的材料也许并不足以拼成打开一扇大门的钥匙。经过
考订的资料至少在确认这种局限性上具有意义。王先生著作丰厚，从其陆续出版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
其学术扩展的轨迹，其实从硕士阶段的古代文学到博士阶段的隋唐燕乐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转向，之后
有涉足域外汉文献、宗教、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符号研究。崔师尝谓任半塘先生师从吴梅而超越
吴梅，王昆吾先生师从半塘而超越半塘。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王先生治学道路上勤于阅读，笔
耕不辍。其学术兴趣和忘我的投入，令晚辈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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