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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音乐学科建设的逐步完善和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音乐史学

在近些年来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历程，之后对

刘蓝教授所著的《中国音乐史》一书，稍作浅评。长期以来，我们接触的中国音乐史实际上

乃是“汉族音乐史”，而少数民族音乐史则很少提及。在成书时，作者打破常规，令读者耳

目一新。关于音乐起源，作者尤为推崇“太一”说；重新定位孔子——音乐教育与音乐美学

宗师，……诸多见解，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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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

就开始注意从史料中搜集和整理与音乐相关的内容，并加以总结和论证。以太史

公司马迁所着的《史记》为起点，在此后历代的正史中，都有《乐志》(或《音

乐志》、《礼乐志》、《律历志》)记载音乐的沿革、制度等等。除此之外，尚有散

见于历朝历代各种野史、诗文、小说、笔记中的大批史料，涉猎领域广阔，内容

颇丰。 

然而，将音乐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将其专著径直命名为“中国音

乐史”者，乃是二十世纪初的事。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史学，创立于二

十世纪初期，以叶伯和撰写的《中国音乐史》（上卷,1922 年出版）为标志。其

后，诸多音乐史学家的相关音乐史学专著也继而问世，如郑觐文《中国音乐史》

（1928 年成书,1929 年出版）；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1931 年出版）；王光祈

《中国音乐史》（1931 年成书,1934 年出版）；缪天瑞《中国音乐史话》(1932 年

出版)；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1977 年增订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些专

著的相继面世，极大地丰富了该学科，使其更趋于系统化。因此，中国音乐史学

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研究和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刘蓝教授所着的《中国音乐史》是由远方出版社于 2003 年 4 月第一次出版

的，属云之南音乐文化丛书系列（共十册）。 

作为高等院校音乐院、系的音乐理论课教材，本书历经多次精简筛选、补充

与修订，并逐步得到完善。作者依据中国音乐的发展脉络，按照相关历史分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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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划分为六个部分进行阐述：远古至先秦音乐、秦汉魏晋南北朝音乐、隋唐音

乐、宋元音乐、明清音乐，以及中华民国音乐。 

此外，作者单设一章来专门介绍少数民族音乐。由于受到当时诸多条件的限

制，作者暂以云南少数民族为主，选材若干来系统阐述。笔者认为：与其他同类

音乐史学专著相比，此举别具新意和特色。继续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

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使其更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对于丰富中国音乐史学的

学科建设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现在少数民族音乐史已经不再

是中国音乐史学科的“盲区”，之前亦有不少专家学者在该领域内进行了大量深

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可喜的理论成果，也有相关文献资料、专

著等问世。但是在普及程度上却还远远不够。真正了解和熟知他们研究成果的人

并不是很多，多数人对于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状况的知晓程度更是少之又少，这难

免有些许的遗憾。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的这种现象呢？这，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

调查研究和思考，从而提出切实行之有效的结决方案来。 

作为我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和音乐史学家，刘蓝教授研究中国音乐史已长达

半个多世纪之久。其中，诸多研究成果在都在本书内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

“音乐起源于太一”；“孔子的音乐教育和音乐美学思想”；“音乐诗人——白居

易”……等等。除此之外，作者在写就该书之时，还突出一个特点：注重把音乐

史与音乐美学相结合起来。纵览全书，在每一章里都增加了关于本时期内相关的

音乐美学内容。作者罗列该时期内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并梳理他们所代

表的音乐美学思想。如此，既丰富了本书内容，又启发了读者深思。下面，针对

本书之内容，选其精要，略作评述。  

一、关于音乐起源于“太一” 

凡研究音乐，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便是音乐是从哪儿来的？围绕音乐起源这

个老话题，古今中外一直没有个定论，众说纷纭。关于音乐起源的学说就有如下

数种：模仿说、语言说、求偶说、巫术说、感情说、游戏说、劳动说以及“太一”

说。 

其中，音乐起源于劳动的学说在我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可谓根深蒂固。

然而，本书作者在历经多年研究和考证后，认定：音乐的本源便是“太一”，全

世界唯一正确的音乐起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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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是唯一提出关于“音乐起源于太一”学说的便是《吕

览》。请看： 

音乐之所由来着，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

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吕氏春秋·仲夏记·大乐篇》 

然而，关于音乐的本源问题，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仍然值得我们去推敲和

研究。 

二、音乐教育与音乐美学宗师——孔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最为繁盛的时期，涌现出许多不同学派

的思想家。在那样一个文化灿烂繁荣的时代，孔子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思

想不仅影响了当时，也深深影响到了我们。 

孔子，后世对他的评价一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亦是杰出的

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为“至圣”。而作者在经过不懈研究后又把他

重新进行定位：孔子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音乐家，是中国第一位音乐教育家，又是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创始人。笔者在初次接到触这些的时候感觉耳目一新，很新

鲜。仔细回想孔子的贡献和成就，觉得这样的评价和定位是合适的。 

孔子首开音乐教育之先河，兴私学，弟子者众。他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又

重视音乐的感情作用。这些，在文献资料中都有所记载。请看： 

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

受业焉。 

——《史记·孔子世家》 

    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史记·孔子世家》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广博易良，乐教也。 

——《礼记·经解》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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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广要道》 

出现的不足 

在对本书阅读、学习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仍有问题需要明确和改进。 

首先，本书在有的问题分析和表述上过于简单。例如：在中国近代音乐史部

分，第六章第二节介绍地方戏曲，作者对评剧、越剧、川剧、汉剧等地方戏曲剧

种的表述过于简单，并未对其发展概况做较为详实的阐述；又如：在本章第五节

介绍音乐社团时，关于中华美育会基本情况的介绍太过笼统，仅仅列出该社团成

立的时间、地点及领导者，对于该社团的其他相关情况并未提及，等等； 

其次，笔者建议，在成书过程中应该再配上一些相关图片及谱例来进行补充

说明；在相关章节中要增加一些史料来说明某段历史，这样更显说服力。 

结 语 

    刘蓝教授所著《中国音乐史》，是我国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发展的一个缩影。

本书不仅较为详实的介绍了音乐史实，并且书中也不乏有许多标新立异的观点。

笔者认为：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本书中对音乐起源的表述。

但作为一个史学领域的研究者，在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敢于提出自己不同

的见解，对于音乐史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我们的后续研究

具有良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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