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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为音乐发声，为民族铸魂——文津讲坛“中国音乐文献系列讲座”回顾 

 黄姗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一、前言 

乐，古已有之。忆昔坟典既集之初，音乐这颗蕴含巨大能量的种子便已在广袤的中华大

地上生根发芽，绽放出异彩纷呈的鲜花。早在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中，便出现了对于音

乐的记载。《礼记·乐记》有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作为人类

最基础情感的外在体现，音乐不仅是不同时期人们丰富内心生活的反映，更是对国家历史、

文化的生动再现。 

除了口耳相传和言传身教，音乐古籍文献也凝聚了前人的无数智慧，以曲谱、书籍、画

册、碑帖等多种形式出现，记载了音乐种类、乐谱、乐律、演奏场景等丰富的内容，帮助我

们还原出一个栩栩如生的音乐历史画卷，是后人不断研究、探寻古乐的重要载体。 

2023 年，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津讲坛”和“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携手中国

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带来的“中国音乐文献系列讲座”圆满落幕，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

乐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为听众带来了多场贯穿古今的音乐知识盛宴。 

二、音乐文献中反映出的乐律学思维发展、成熟及变迁 

在文津讲坛承办的四场讲座中，首场由李玫教授带来了题为《音乐文献中反映出的乐律

学思维发展、成熟及变迁》的讲座。 

中国作为泱泱大国，律学传统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时期，先民就已经形成了对乐音的系

统化认识，逐渐产生出一套完善的律名和阶名系统，以及逻辑化的生律法。这些宝贵的知识

记载在了汗牛充栋的古籍文献中，反映了中国人在乐律学探索方面的成就。 

讲座以乐律学的发展历程为线，讲解了乐律学的历史发展状况、学科表述系统、绝对音

高意识、生律法的算解等内容，重点阐述了从“三分损益”到“十二平均律”的演进及算解。

中国古代乐律学不仅在数学上有着高度突破，也克服了思想上的难关，最终将数理理论与实

践对象相结合，发展出了伟大而精妙的律学成就。 

《周礼·大司乐》载：“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自此开始，音乐逐渐承担起了

超乎其创造之初职能的作用，拥有了“君臣尊卑”等象征意义，进一步指导其后诸如《吕 

氏春秋》等著作中对于“生律法”的规定，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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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子》卷第十九所载管子律数

（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 

图 2 主讲人李玫教授 

三、《古谱文献与南音历史溯源》 

2009 年 9 月，被专家学者喻为中国传统音乐“活化石”的南音，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大会审议通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第二场讲座中，陈燕婷教授以《古谱文献与南音历史溯源》为题，从乐器型制、乐队组

合、乐曲构成、祖师崇拜等多方面切入，介绍南音何以被喻为“活化石”；在此基础上，结

合古谱文献，探讨如何从古谱中追寻蛛丝马迹，来追溯为南音的历史源流。 

在讲座中，陈老师不仅播放了多段引人入胜的音视频，帮助现场听众更好地走近南音、

理解南音、爱上南音，还通过自己艰苦的研究经历，为大家讲述了以古谱文献研究南音的诸

多不易之处，但也有着无限前景。被誉为“活化石”的南音应该超脱自身的研究局限，放在

中国千年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陈老师从图像、古谱文献等多方面入手，对南音与

壁画、曲子词、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以及各地方乐种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最后，陈

老师强调，南音保留着中国古老音乐的基因，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与其它姊妹艺术交流互动，

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特点，其“活化石”之称当之无愧！ 

 

图 3 南音演奏现场（陈燕婷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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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讲人陈燕婷教授 

四、海昏侯墓乐器揭秘 

第三场讲座为王清雷教授带来的《海昏侯墓乐器揭秘》。海昏侯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是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自 2011 年开始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发现的整套乐器

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 

讲座中，王老师全面梳理了目前有关海昏侯乐器的研究成果，并对海昏侯墓所出乐器作

了初步研究，内容涉及编钟的编列、音乐性能、海昏侯墓铁编磬、海昏侯墓乐悬的礼制以及

乐器定名、纹饰考辨等诸多问题，揭示出海昏侯墓所出乐器的独特学术价值。 

作为考古发掘的亲历者，王老师为现场听众栩栩如生地讲述了发掘过程，通过大量的真

实图片和宝贵的编钮钟文物原件演奏视频，让听众跨越古今，聆听到千年前的动人乐声。讲

座中，王老师以四个扑朔迷离的谜题让听众了解了编钮钟背后的秘密，为听众呈现了一节精

彩纷呈的“音乐考古课”。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音乐考古学是如何让历史鲜活起来的过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把死人说活”。 

 

图 5 王清雷偕考察小组对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第二次测音 

（王清雷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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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讲人王清雷教授 

五、唐宋古谱文献与宋词音乐考辨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博大精深，但其研究难度却超过了“绘画”“陶瓷”等诸多有实物流

传的学科，如何从文献中解析出中国音乐的脉络，成为了无数学者钻研的课题。 

第四场讲座由李宏锋所长讲授，题目为《唐宋古谱文献与宋词音乐考辨》。讲座中从敦

煌曲谱出发，介绍其发现与研究过程，解析敦煌乐谱的抄写年代及曲体结构；概述唐宋传世

古谱文献，对其音乐形态做综合分析，解读乐律内涵和音乐风格构成。 

李所长引用黄翔鹏先生的观点，提出立足古谱和传统音乐遗存“溯流探源”开展曲调考

证，是考察音乐历史形态及其流变的重要方法。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宫调变迁考证”“曲

牌原型类型化研究”和“历史语言音乐学分析”，深入曲牌形态内部回溯历史，通过对不同

时代曲谱核心原型、旋律润腔、音韵规范、句读组合等规范的考辨，探求宋元词曲音乐的历

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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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今存敦煌乐谱 P.3808、P.3539、P.3719 三种 

（李宏锋所长提供） 

 

图 8 主讲人李宏锋所长 

六、结语 

“中国音乐文献系列讲座”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听众搭建“可听”的音乐与“可看”的文

献之间的桥梁，让听众“看到”中国传统音乐，更是“鉴古通今”，为中国传统音乐当今的

发展推开历史的窗棂。正如李宏锋所长在讲座最后总结：“我们学习研究传统音乐的目的，

一方面在于揭示民族音乐的多样化形态，不断深化认知其艺术内涵，还要以此为基础溯流而

上，探寻特定时期中国音乐的结构元素，抽绎隐藏于其中、反映民族音乐传统的普遍规律。”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 

未来，文津讲坛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继续深耕，更好地发挥讲座的社会作用，带来

更加精彩的内容，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目标添

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