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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麟蜡漪

一
继始 玺叁 ” 赶 露

瀚哪助妙姗麟励曲比麟峪励泌游游酗姗脚瀚哪咖砂潮肌︸伽姗

中 国 音 乐 史
下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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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者按 叶 伯和所著《中国音乐史 》为现 见 最早成书的一部中国音

乐史专著 上卷 年印行
, 下 卷 年印行

。

该 书体例新 出
,

史料扎实
,

观点进步鲜明 , 不仅在 当时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
,

即至今 天亦有其重要的

研 究价位
。

唯 当时印数不 多
,

且只 其上 卷有少数 印本传世 至于下 卷
, 或

云 早 已散侠
。

而 年 月 , 经过成都市艺术志编辑部顾 鸿乔同志 多方搜

寻
,

终于在 《新四川 日刊副刊 》第 卷上 年 出版
, 发 现 了叶 伯和

《中国音乐史 》下卷的全文 , 当为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
。

现在 , 本刊将其略

加校仃予 以 刊载 , 以 飨读者
。

关于该 书上卷的情况 ,
请参阅本刊 本期 所载

《叶 伯和 中国音乐 史丫述评 》一 文
。

年 月 日

带 米 带 带

编者按 叶先生所著之 《 中国音乐史 》

行发表
,

伸可与 上卷合成全璧也
。

带 带 来 带

卜卷已曾印单行本出版
,

今复将下卷作竣
,

来

片将全稿寄与本刊先

叶伯和穴中国音乐史︾斗卷书影
融 合 时 代

第六篇 宋 元 至 现 代

第一章 时代的精神

第一节 器乐

第一二节 声乐

第三节 步谱

第四
“

宵 乐律

第五节 乐器

第六节 西洋音乐 ①利 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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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六翁 束 先 荃 现 代

蔡 , 章 时 代 的 精 神

上卷所载各节因材料缺乏的原故
,

不能充分发挥
,

但自宋以后史料虽不丰富
,

但很确实
,

并且这时的乐

谱
,

留到现在的很多
,

如琴谱
、

瑟谱
、

琵琶
、

笛各种的谱
,

都可以考究器乐的途径
。

词谱
、

曲谱可以考究声

乐的途径
。

又这时期如以数学算定音律的发明
,

比西洋乐律先进步
。

兴隆笙的制造
,

为西洋风琴的胚胎
,

都

是很足纪念的
。

又胡乐
、

西洋乐
,

也在这时尽量的输入和融洽
,

以启现代音乐的萌芽
,

这些都是时代的精神

所关的
。

再下卷所录都是现在还寻得出的切实的东西来证明
,

或是我耳所闻目所见的
,

故不重在书本 而 重 在 事

实
。

第一节 畏乐

器乐的乐曲很多
,

如象瑟
、

琴
、

琵琶
、

笙
、

箫
、

笛等等都有作品
,

因为我们讲的不是乐器学
,

所 以只用

琴来代表
,

便能收
“

举一反三
”

的效果了
。

一 琴曲

一
、

琴学的源流

琴在三代以前
,

只是用来合奏
,

或用来和歌 —依声而和
。

到了战国雍门周
、

俞伯牙他们才发明独奏
,

并且作了许多曲子
,

如 《水仙操 》
、

《 高山 》
、

《流水 》等曲
,

都能描写宇宙一切变化和个人的感 想
,

可惜

这些谱都不存在 —现在琴谱中的《水仙操 》等是后人拟作 —不能考他们的究竟了
。

二
、

琴的派别

琴的派别有五

广陵派

蜀派 此派自司马相如起至清末
,

几致失传
,

幸我们先辈介福先生重新整理
,

今 所 传 《天 闻 阁》
、

《五知斋琴谱 》都是他校刊的
。

中州派

浙派

皮山派

三
、

琴的音律

七弦琴的音分上中下三准
,

每一准占十二个律
,

七个音
。

琴徽第一徽当三十七律之度
,

自根音 起
,

第一

律至第十三律为低音部
。

自第十三律起至第二十五律为中音部
。

自第二 卜五律起至三十七律为高音部
。

他 的

中音部的第一律黄钟
,

即当现代有键乐器的中央 音
。

四
、

琴的指法

琴的指法很精
,

左手有五十二种
,

右手有五十种
,

还有古指法五十种
,

更细分之有四百数十种
。

详论 指

法的专书很多
,

须参看始能了解
。

兹举五知斋《琴学须知 》论指法一段
,

以观其大略

琴学须知

声完坪注须从远 音歇 飞吟始 用之 弹欲 断弦 方得妙 按 令入 木乃 称奇 轻重疾徐蒙接应

撞操 行走怪 支离 人能会得其中意 指 法 虽深可 尽知

五
、

琴的曲谱

琴曲牌名有千余种
,

普通能弹者亦一百二 卜余操 据 《天闻阁谱 》 ,

此谱系我先辈介福先生所修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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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曲有三千言以 匕 和现在西洋的琐拉台 。。 差不多
,

他的体裁可分九类

属于器乐者

操 此类多感伤的曲子
,

他的节奏是整散并山
。

②

引 此类的节奏是散弹
,

多口 ①声
。

。 弄 此类多愉快的曲子
,

节奏多整弹
,

段落之中有复调有过声
。

散 此类多悲愤的曲子
,

曲休很伟大
,

梅曲有五六十段
。

属于声乐者

歌

畅

吟

行

曲

以上五种均有歌调
,

但近人亦只弹其调
,

不用其歌
,

因非纯粹的器乐
,

故不详论
。

琴曲中包罗很广
,

西洋乐曲所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
一 一

之五六
。

如有名的《月光曲》,

琴曲完全可以表达其

细微处
。

将来有暇
,

我拟将《月光曲 》的大意
,

用琴谱写出来
,

弹给好琴诸君听听
。

从前我曾把 《流水 》
、

《秋鸿 》等等折 ④了几段用钢琴弹给那些国乐家听
,

他们都说这是 《 流水 》 ,

这是 《 秋鸿 》 ,

可见琴曲是能

谱在钢琴里面
,

然则西洋乐谱又何尝不能谱入七弦呢 但我以为
,

七弦琴的制造和曲谱都不及现代的钢琴和

五线谱
,

所口最好还是把琴曲重 ⑤新整理
,

改作五线谱
,

用钢琴来弹好了
。

还有
,

中国的琴曲作家
,

往往托于古人
,

比方 《秋鸿 》本是明朝朱权所作
,

有人偏说那是 《广陵散 》。

又如 《梅花三弄 》
,

是近人所作
,

有人又偏说是蔡岂的 《五弄 》。

甚至有人说《老八板 》是《南风 》歌谱
。

所以若据传说的作曲家以考时代的思潮
,

那就相差很远了
。

六 ⑥
、

琴曲的解剖

中国乐曲有解剖的价值
,

只有琴曲将拟另篇详述
,

以供世人
。

兹编略言大概
。

《 高山 》 暗示山是最不容易的事
,

因为山是无声的
。

兹曲从最低音起
,

渐次及于中音
、

高音
,

以

至于最高音
,

暗示
“

峰峦叠出
” ,

使人听之
,

有
“

如登高山
”

之感
。

《 流水 》 描写水声最易
,

此曲用数弦齐奏
,

而中间夹着一走音
,

好象水流不息之声
,

但他描写的

是溪声不是海水声
,

极易分别
。

《 平沙落雁 》 此曲以雁声为主
,

由远及近
,

后由低及高
,

其中如雁落沙滩时
,

翅膀拍 在 沙 上 之

声
,

历历可听
,

其细致有如此
。

《 春山听杜鹃 》 此曲先用和缓的低音暗示春 日的融和
,

用尖锐高音象杜鹃的啼声
。

《 孔子读易 》 此曲完全用吟揉及走音
,

恰如读书声
,

并且能听出其为山东腔
。

此外如 《普庵咒 》之描写僧人诵经声
,

最妙处是后段用跪指轻著琴面
,

俨如木鱼声
。

又 《醉渔 》之描写

醉人形况
,

《秋鸿 》之充满秋意
,

俱为琴曲中最精妙之处
。

七
、

琴的作曲家和制造家

秦汉以前的琴曲作家已载上卷
。

兹就秦汉以后
,

择其曲谱犹尚可考证者
,

录之如下
,

并附琴的制造家

郭楚望 楚人
,

作 《潇湘水云 》
、

《 泛沧浪 》
、

《 风入松 》
、

《梅梢月 》
、

《 春江 》。

董庭兰 后唐人 , 正大小 《胡茄 》
。

雪庄 作《泽畔吟 》
、

《广寒秋 》。

赵惟则 注蔡岂指法
。

赵希旷 作指法
。

吴亮 武昌主簿
,

作土琴
。

聂从义 宋初人
,

辨五音
,

定五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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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 宋臣
,

作《 舌窗明君 》
、

《 玉漏退迟 》
、

《帝鼎 》
。

朱紫阳 宋大儒晦翁
,

作 《 月波 》
、

《 碧涧流泉 》
、

《冰清吟 》
。

王钦 宋逸民
,

作古瓶琴
,

两肩象口 ①曰有锐
,

如谷声
。

刘 苏仃 宋 价台人
,

作 《忘机曲 》
、

《 吴江吟 》
。

毛仲翁 末人
,

作《列子御风 》
、
《 山居吟 》

、

《 古涧松山 》
、

《易水慨 古 吟 》
、

《 隐 德 》
、

《凌 虚

吟 》
。

王义庆 宋人
,

作 《乌夜啼 》 。

武陵仙子 作 《羽化登仙 》
、

《 天台引 》 ,

又名《 桃源引 》
。

田芝翁 纂《 太古遗音 》
。

杨祖云 作《 琴苑须知 》
。

贺若弼 作《 大泛品 》
、

《 越江清夜 》
、

《 看花吟 》
、

《 三清 》
、

《 楚泽涵秋 》
、

《 塞门积雪 》。

苏东坡 作《辨琴上说 》
。

黄鲁直 作《 黄云秋塞 》
。

石扬休 宋人
,

养猿鹤
,

收画图
, ‘

作《 双清曲 》
。

赵耶利 作《 秋水 》
,

修指法
。

王守道 作《月 ’书佳⑧卜《 秋夜步月 》
。

雪祖生 作《 神游八极 》
。

毛敏仲 元人
,

作《 樵歌 》
、

《涂山 》
、

《 山居吟 》
、

正 《庄周梦蝶 》
、

《 幽人折芳桂 》
、

《佩兰 》。

朱致远 制仲尼 ⑨式琴
。

希仙虚白 修《 琴学启蒙补 》
,

作《思妻咏 》
、

《涵虚吟 》
。

龚稽古 作《 希仙操 》
、

《 叹世操 》
、

《王道颂 》
。

杨表正 作《 正文 ⑩对音捷要谱 》
、

《 遇仙吟 》
、

《渔樵问答 》
、

《 大学章句 》
、

《浩浩歌 》
、

《滕王

阁 》
、

《 相思曲 》
、

《 琴序 》
。

刘御 鸣琴善音趣
,

作《 琴序 》
。

尹 芝仙 作《 峻 ⑩山同引 》
、

《 归来曲 》
、

《 夏峰歌 》
、

《苏门长啸 》
、

《烂 ⑩柯行 》
、

《 参同楔 》
、

《安乐窝 》
、

《徽言秘旨⑧谱 》
。

刘伯温 国师
,

作《客窗夜话 》
。

万瞿仙 宁王
,

作《飞鸿吟 》
、

《秋鸿 》
、

《鹤鸣九 寒 》
、

注 《 神奇秘谱 》
、

修 《太古遗音 》。

潞王 明藩封
,

制琴百余张传世
。

徐青山 宗常熟派
,

作 《大还 ⑩阁琴谱二十四况 》
。

庄蝶庵 清人
,

制《太平奏 》等十二曲
,

作《 琴学心声 》传世
。

二 忍 曲

三 琵 琶曲

四 笛曲

犷’
一

二项都有器乐的价值
,

但 三专门研究不能了解 兹编从略
。

第二节 声乐

现 介所存声乐
,

如各种俗剧都无甚价值
,

诗词的唱法又早失传
,

只有昆曲才能代表了

昆 曲

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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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声乐
,

前已证明
,

词亦是声乐
,

因为词谱现存还有
,

只是无人能唱 现在所能唱者
,

只有昆曲比较

完备
,

详沦如
一

厂

一
、

昆曲的来源

元代作的曲最初是
“

北曲
” ,

后来高则诚的 《 琵琶记 》 ,

施君美的 《拜月亭 》出 来
, “

南 曲
”

方 渐 发

达
,

更到明代隆庆
、

万历的时候
,

昆山梁伯龙
、

太仓魏良辅创水磨腔格
。

良辅精音律
,

曾二十年楼居来改良

南曲
,

使字字都出于悠肠
,

北曲遂受淘汰
,

以成现代唯一的声乐
。

二
、

昆曲的唱法

昆曲的唱法极完备
,

先当出四声
,

平
、 、

去
、

入
。

五音
,

喉
、

舌
、

齿
、

牙
、

唇
。

又有呼法四 一开法
,

二齐法
,

三撮法
,

四合法
。

宝羊论此道
,

可参阅专书
,

其完备不亚西洋声乐教授法
。

兹举《姜自石词谱 》中讴

曲要 旨⑩一则
,

以见其大概
。

歌曲令曲四精匀 破近六均慢八均 官拍艳拍分轻重 七敲八精鞍中清 大顿声长小顿

促 小顿才断大顿续 大顿小顿当韵住 丁柱无牵逢合六 慢近曲子顿不叠 歌飒连珠

叠顿声 反掣用时须急过 折拽悠悠带汉音 顿前顿后有敲精 声拖字拽疾为 ⑩胜

抗音特起直须高 抗与小顿皆一情 腔平字侧莫参商 先须道字后还腔 字少声多难过

去 助以余音始绕梁 忙中取气急不乱 停声待拍慢不断 好处大取气留连 拗则少入

气转换 哩字引浊罗字清 住乃哩罗顿唆啥 大头花拍居第五 叠头艳拍在前存 举末

轻圆无磊块 清浊高下萦缕比 若无含韵强抑扬 即为叫曲念曲矣

三
、

昆曲的解剖

昆曲的曲牌
,

多至二千零八十一章 《 九宫大成 》所收
,

其通行者亦三百余
。

兹就《邯郸记 》中
“

仙

缘
” 一 段说其与西洋歌剧相同之处

分出生
、

旦
、

净
、

末
、

丑等等
,

恰如西洋分高
、

中
、

低音各部一样
。

旦 最高音部

小生 高音部

老生 中音部

净 低音部

八仙出场时先一人独唱
,

随又 出第二人
,

先独唱
,

后复与第一人合唱
,

随又出第三人亦如前
,

以至八人出齐后
,

乃八人合唱
,

唱时各依其声
,

恰如现代西洋音乐的八部合唱
,

不过无复音耳
。

八仙中吕纯阳独唱一段
,

最为精粹
,

后教训卢生时
,

以对唱法
,

其间变换
,

极为自然
。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什么于黄
、

西皮剧
、

梆子剧
、

高腔剧
,

都非歌剧
,

因为打击乐器使用太多
,

歌词无文

学价值
,

只有昆剧才具有歌剧的雏形
,

有人想整理或创造中国歌剧从此下手好了
。

第三节 乐谱

中国的乐谱
,

现代存存而尚能适用的略举数种如下

一
、

琴谱

二
、

瑟谱

三
、

琵琶谱

四
、

笛谱 笛谱与昆曲谱同
,

唯无词而已
。

五
、

昆曲⑩

因排印机不易将谱排出
,

各谱兹从略
,

以后印行单行本时
,

即可补入 —校者附记 ⑩

以土五种
,

琴谱
,

是不写明音的旋律
,

只写某弦
、

某徽
,

及左右手指法
。

瑟谱是一面用黄
、

林
、

太等字

杯 音
,

外加指法
。

琵琶谱是用工尺记音
,

外加指法
。

昆曲谱是臼歌词为卞
,

用 工尺记音
,

而对于板眼 即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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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记载得很详
。

至于用符号记谱
,

据 《辽史 》载的有

五 不 凡 吵 二 , 尺八 占 ‘ 乙 一 口 , 六 久 匆 争 合吞

此谱好象希腊古乐 普
。

又 日本所传唐代的古乐谱
,

在中国书本里寻不出来
,

确否特证
。

曹柔发明的减字琴潜虽是与现在的琴谱不同
,

但也不是用符
一

号记载的
。

第四节 乐律

中国自来讲乐律的从淮南子
、

管子
、

司马迁
、

京房
、

钱乐之诸人都是免不了阴阳五行的一些神话
,

实际

土多不适用
,

只有这时代的蔡元定
、

何承天
、

朱载靖他们才是用数学来算音律
,

他们能在西洋未发明 卜二平

均律以前便有这种理论
,

真是可惊
。

兹将其算法列表如下

表侯将来出单行本时再行列出
,

兹因不便排版
,

从略

以上三表略举大概
,

欲知其详
,

可阅《律吕精义 》
、

《律吕正义 》诸书
。

再上卷所说三代时系用五声音阶
,

有人以书质疑
,

说是周代便是用的七声音阶
,

并引《 国语 》
、

《 淮南

子 》为证
。

这种答辩
,

前人已有很详的解释
。

兹引清代徐新田先生的《声律论 》一段
,

以代我的答复 原文

载《 正觉楼丛书
·

律吕臆说 》内
,

可参看
。

徐氏说
,

律以立均
,

非以准声
,

是这段辩论最要紧的
。

徐氏又说
,

京房所谓变宫
、

变微
,

即古之
“

和
” 、 “

缪
”

都是律 —调名 —不是声 —音名 —徐氏又说
,

荆柯易水

之歌
,

为变微换羽之声
,

皆以调言
,

若以声言
,

岂一声可以成曲么

第五节 乐器

这时代发明最大的一个乐器
,

就是兴隆笙
。

据元志兴隆笙为元顺帝所作
,

楠木为体
,

中一虚柜
,

卜竖紫

竹管九十
,

管端实以木莲苞
,

柜外出小撅十五
,

竖小管
,

管端实以铜杏叶
,

柜前出二皮 口
,

系以风囊
,

弹时

用二人
,

一按风囊
,

一按小管
。

据此
,

则兴隆笙确与西洋古代的风琴一样
。

此时西洋音乐尚未输人中国
,

便有这样伟大的发明
,

只没有

伟大的音乐家
,

把这乐器拿来充分的使用
,

制出很好的曲子
, ‘了刁坏洋并驾齐驱

,

真是可叹 息的李
。

至于此时代之胡乐器 、现在尚存其原名的
,

回部的有

喀尔奈 钢丝弦十八
,

极似西洋平式钢琴
。

塞他尔⑩

喇巴 卜

巴汪

丹布拉

哈尔札克 以上弦乐

苏尔奈
,

即琐呐 管乐

此外尚有许多零星打击乐器
。

缅甸的有

总秦 ⑩机

密弯总

得约总 木质中空
,

三弦
,

以弓拉之如西洋之提琴
。

以上弦乐

不垒

巴打拉 以上管乐

此外小乐器尚有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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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现在巾国所川的一种名洋琴者 系铜丝弦
,

响齐 挂几
,

臼竹片制了桃敲弦发齐
,

其来源不可考
。

疑是

从现在西洋钢琴变换来的
。

第六节 西洋音乐初入中国

西洋音乐在明代已输入中国
,

但所记甚略
。

最近北大接收清宫档册
,

发现 万历二
一

一

八年
,

意大利人利玛

窦因宦官马堂口 ⑨方物
,

上表陈情
,

其表中有西琴一张 、 又崇祯十二年意大利人毕方济上书并呈西琴一张
,

风草一座
,

风箕当是古代风琴
,

因为他象笙簧
。

但西琴究竟是钢琴
,

或是竖琴
,

不能考了
。

其后清康熙时有

波尔都哈儿 即现译葡萄牙 人徐 日升入中国
,

其书讲西乐甚详
。

后义有意大利人德礼格
,

相继来华
,

其所

言与徐同
。

其乐音之位有七
,

其字只六个名乌勒鸣乏朔拉
。

其谱五线四 间
,

与今西谱同
。

至乾隆时
,

新法即

将第七位之
,

即作犀音
。

这一段事情《律吕正义 》说得很详
,

可参阅
。

结论

我以多年的工功搜集材料
,

来编这部音乐史
,

结果还是大不满意
,

因为我要取用的材料 —如历代的作

家和作品等 —大半寻不出来
,

只是寻得许多的神话和废话
,

我除了这些所余就无几了
。

但是中国自国体变

更后
,

有一些人知道现在的中国有提倡美育的必要
,

是 以近年到外国去学音乐的人也多了
,

专门教音乐的学

校也有了
。

并且也有人提倡整理国乐
,

也有人能弹西洋名曲
,

使用西洋的乐器
,

也有人将中国的旧曲译作今

谱
,

只是还没有伟大的作品出世
。

数十年后我想必有成绩表现
。

等到我作现代音乐史时或者有很多的材料供

给我了
,

还 ⑩是我最后的希望
。

完

校订附注

此次 为简单通校 ,

对原书中易于判断的 错字
,

即直接予以 改正 对原来排版印别 中漏夺之字
,

丈 义者
,

亦子补上
,

皆不再举出
。

为 了保持原书 当时 丈 风
,

对一 些语 句及标点符号则均未作改 动
。

校仃说明 的各处 列下

①原作
“ 西洋乐

” ,

据正 文标题 改
。

②
“ 山 ”

疑 为
“

出
”

之误
。

③原字不清
。

④
“

折
”

疑 为
“

拆
”

之误
。

⑤原作
“
从

” ,

可通
。

但 为 了与另处行 文统一
,

今 改作
“

重
” 。

⑥
“ 六

, ,

原误作
“ , , 。

⑦原字不清
。

⑨
“
佳

”

疑 为
“
桂

”

之误
。

⑨
“

尼
, ,

原误作
“

民
, , 。

⑩
“

正 文
”

原作
“
文正

” ,

恐误
。

今据 《 历 代琴人 传 》改
。

⑧
“
尹

”

原误作
“

伊
” 。

⑩
“

咬
”

原作
“ 空

” ,

恐误
。

⑩
“
烂

”

原误作
“ 明 ” 。

⑩
“

徽言秘 旨
”

原作
“

徽音秘 密
” ,

误
。

今据 《 琴曲 集成 》改
。

⑥
“

还
”

原作
“

环
” ,

恐误
,

令据 《 琴史初 编 》改
。

⑩作者所举
“

姜白石 词谱 中讴曲要 旨
” ,

经 查《 姜白石 全集 》 年扫叶 山 旁 版
。

未 见

《 词 源 》中有
“

讴 曲 旨要
”

一 则
,

与之 文字相 同
,

今据此 参校
。

此 句原误作
“

折曳悠带蒂汉音
” 。

如能审其

现将须加

而 张 戈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卿
“

为
”

一 本作
“ 无 ”

⑩疑夺一
“
谱

”

字
。

⑩此 系原 文
。

后 面 第四 节的
“
乐律算法 表从略

”

一段
,

也 系原 文
。

⑧此段 文字及标点 断 句皆有错讹
,

今据 《 元 史
·

礼 乐志 》参校
,

使其能通 读
。

“ 塞他 尔
”

原作
“
塞 尔他

” ,

误
。

今据 杨荫浏《 中国音 乐史纲 》改
。

⑩
“
总囊机

” ,

王 光祈 《 中国音 乐史 》作
“

总稿机
”

⑩原字不清
。

曲
“

还
”

疑 为
“
这

”

之误
。

校订者 朱 舟

关于发现 叶 伯和 《中国音 乐史》

下 卷 的 说 明

顾 鸿 乔

随着近年来音乐理论界对我国历代音乐家研究的不断深入
,

一向鲜为人知的蜀中新文化先驱叶伯和的音

乐 实践及其专著 《 中国音乐史 》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音乐研究工作者的注视
。

叶伯和于辛亥革命前夕由日木留学归国后
,

长期致力于新音乐的传播
,

并潜心于民族音乐的研究
。

年
,

他出任当时全国最早开设乐歌专修科的国立四川高等师范学校 大前身 第一 任音乐教师
,

编写了我

国笙一部音乐史学专著 《中国音乐史 》。

这无疑是值得音乐界专家们研究的
。

叶伯和 去世已有四十余年
,

现在我们研究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

深感现存文字资料太少
,

就是他生前撰
一

叮的
、

有一定影响的《 中国音乐史 》 年由成都 昌福公 司印刷出版
,

也只见 上卷
。

由于当 时 印 数 极

微
, 丫

见中国音乐研究所也仅存一册
。

而后半部 即下卷 却无处可见
。

叶伯和的亲友回忆
,

也大都只依稀记

得曾见过手稿
。

就是与叶伯和朝夕相处的胞弟叶季戎老先生
,

也只记得曾帮助叶伯和将稿子抄写成卷
,

其内

客也因岁月久远而全然忘却
,

并认为手稿已在抗战期间多次搬迁中散失
,

对于下卷是否出版发行
,

则毫无印

象
。

下卷竟无从查找了
。

近年来
,

我因担负成都市《艺术志 》的编写工作
,

日复一 日地奔走于现还怡在的叶氏亲友中和理头 省

内各图书馆
、

档案资料室那成百上干的浩繁资料中追寻下卷踪迹
。

终于在 年 月发现了 多 年 出 版 的

《 新四川 日刊副刊 》合订本上叶伯和所著 《中国音乐史 》下卷全文
,

真可谓楚弓楚得
,

令人喜出望外
。

现作的确该是拂去下卷的尘封
,

与 卜卷合成全璧的时候了
。

作者通讯处 成都音乐释剧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