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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谈谈音乐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与海昏侯刘贺墓
的音乐考古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

究系列学术讲座（第12讲）讲座纪要

发布时间：2019-10-12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魏旭爽

　　2019年7月26日下午14: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

12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讲座由考古所常怀颖副研究员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

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清雷带来了题为“谈谈音乐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与

海昏侯刘贺墓的音乐考古研究为例”的学术讲座。

主讲人 王清雷　

　　王清雷的讲座是以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与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乐器为例，从前期对出土乐器资

料的采录与整理，到后期对出土乐器资料的分析与研究，同时结合目前所见的相关研究成果，阐述

如何运用考古学与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做音乐考古研究。

　　王清雷首先简单介绍了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从研究资料来源的视角来看，它主

要倚重于考古学。随后进入讲座的主体部分“音乐考古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音乐考古学作为一

门音乐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使用是该学科的最大特点。王清雷主要探

讨了两个大问题：一是音乐考古田野工作，二是如何解读音乐考古材料。

　　音乐考古田野工作是获得第一手材料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王清雷从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意

义、原则、内容与技术这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关于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意义，王清雷认

为音乐考古田野工作是音乐考古研究最为重要的内容。说其最为重要，一是因为通过音乐考古田野

工作，可以搜集到最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而第一手材料就意味着资料的创新，资料的创新又意味

着学术的创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因为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即时性、不可逆性和不可重复

性，造就了第一手考古资料的最为珍贵性。关于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职业操守原则，王清雷总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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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一是不做文物收藏；二是文物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这是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重中之

重；三是“竭泽而渔”的材料采录原则；四是材料的使用权和研究成果的发布权要无条件听从考古

队的安排。没有考古队的授权，不能私自公开使用任何材料，更不能将任何材料转发给第三方，这

是不能逾越的红线。

讲座现场　

　　关于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内容与技术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采录音乐文物本身的文字、数据、

图片、视频资料，如果定音乐器还可以发音，还需采录它的音频资料；二是采录音乐文物的考古资

料，如出土时间、地点，是否被盗，与其他音乐文物及器物的组合关系等；三是要掌握哪些音乐文

物被修复过，必须采录这些器物的原始样态资料。在做这些工作时，应具有多学科、多专业的研究

视野与知识储备，否则在田野工作中就会遇到各种棘手的问题。例如，面对出土的各种乐器，首先

面对的就是定名。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一件青铜乐器，在不同的文章中就有铙、镯和甬钟三种不同

的称谓，如果没有扎实的古乐器学的知识，就会对此无所适从。纹饰对于编钟的类型学研究及断代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同学者对于同一纹饰会有不同的称谓，甚至大相径庭。例如海昏侯刘贺墓

一式甬钟钲部与篆带的纹饰，就有方格形米字纹、菱格纹、三角几何纹三种命名；二式甬钟钲部与

篆带的纹饰又有勾连云纹、蟠虺纹、蟠龙纹三种称谓。如果没有对青铜器纹饰有深入而系统的研

究，就无法厘清这些纹饰的准确样貌。

　　对定音乐器如编钟的测音采样与钟磬试奏，是最能体现音乐考古学学科特色的工作内容。测音

采样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环境要安静；二是需要音叉校正；三是试奏编钟的钟槌是从工厂定制的

木槌（槌头有胶皮）；四是在工作现场不仅要采录编钟的音响，还要现场听辨每件编钟的正鼓音与

侧鼓音的音程关系。如果该套编钟保存完好，还需要试奏一首或者若干首乐曲，以检验其音乐性能

如何。王清雷特别指出，音乐是耳朵的艺术，编钟的音高准不准，是靠现场用耳朵判断的，而不是

用数据计算出来的。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视唱练耳水平、音乐表演的技能以及较为丰富的

乐曲或歌曲曲谱储备。现场播放了优美动听的澄城刘家洼M1编甬钟和编磬合奏的《北京的金山

上》（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考古进行时第二季刘家洼考古记（五））。

讲座内容　来自演讲者PPT

　　关于钟磬的演奏练习，是王清雷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例如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试奏。按照

保护文物的规定，编钮钟文物原件是不能用来练习的，王清雷团队又没有资金复制一套刘贺墓编钮

钟用来练习，那么怎么练习演奏编钟呢？铁人王进喜有句话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王清雷团队冥思苦想，使用替代的办法。最初用卫生纸或者墙上贴纸替代编钟，用手机

播放所要演奏的乐曲。几个月之后，又用纸板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画出编钮钟的简图，各自在纸板上

练习。最后才用编钟实物试奏，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正因积累了这些宝贵经验，王清雷团队于

2019年试奏刘家洼M1钟磬金石和鸣《北京的金山上》才得心应手。



讲座内容　来自演讲者PPT

　　讲座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解读音乐考古材料。通过音乐考古田野工作获得珍贵的第一手材

料很重要，但如何正确的解读这些材料同等重要。王清雷以澄城刘家洼M2的乐悬规制和海昏侯刘

贺墓编钮钟的编列为例，详细的阐述了这一问题。

　　刘家洼M2出土编磬一架，编甬钟两架，属于可以摆成三面的轩悬之制。但从M2的椁室图来看

并非如此，编钟和编磬并非摆列三面。这就涉及如何解读考古材料的问题了。《对澄城刘家洼墓地

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一文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刘家洼M2确为轩悬之制，M2墓主当为一代芮

国国君，轩悬之制与墓主身份相符，故刘家洼M2的乐悬当为目前所见最早的轩悬（或曲悬）之实

例。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14件编钮钟分为两式，一式为鎏金钮钟（13件），二式钮钟为非鎏金钮

钟（1件）。对于这种奇特的编列，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试论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

的编列》一文认为“由1件二式钮钟和13件一式钮钟拼合成14件一肆的编列，仅是西汉乐悬礼制功

能的表象；而要将整套编钮钟的音列补全，才是对二式钮钟的本质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特

的现象，根源就在于墓主人刘贺。许多人只关注刘贺的官方身份：昌邑王、废帝、平民和海昏侯

墓，他还有一个身份被忽略了，那就是音乐家。刘贺的奶奶是汉武帝最宠爱的、精通音乐与舞蹈的

李夫人，舅爷爷是汉乐府协律都尉李延年。在音乐熏陶中长大的刘贺，在音乐方面的素养可想而

知。故此刘贺绝对不能忍受编钟因音列的缺失而流于摆设，所以宁可放弃视觉上的美感。

　　故此，音乐考古学绝对不是简单的测测音，算算属于何种音阶、何种律制就完事了。通过音乐

考古学的研究，是要解决考古上的问题，应“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把死人说活”，

这也正是音乐考古学的追求。

讲座内容　来自演讲者PPT

　　讲座最后，王清雷对讲座进行了总结，指出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音乐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

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使用是这门交叉学科的最大特点。了解这些理论与方法固然很重要，但最

重要的是要吃透这些理论与方法，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与原理论，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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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做学术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心急不得，所谓“十年磨一剑”。“宁慢爬，勿稍歇。”百岁老

人、音乐考古学大师李纯一先生的治学理念我们应时刻谨记。

常怀颖副研究员为王清雷副研究员颁发讲座证书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还就编钟钟枚的功能、编钟的调音、编钟的音列、刘家洼墓地出土的埙等

问题与王清雷展开了互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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