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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阴法鲁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研究专家。
他不仅对我国古代的传统音乐有深厚的研究，而且，对外来音乐及其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亦有深
刻的研究。
尤其对古代的舞蹈，例如唐代的“剑器舞”、“浑脱舞”，都有精辟的论述。
阴先生揭示了“曲”与“诗”、“词”之间的特殊关系，从音乐角度，论证了我国诗、词的发展。
阴先生长期从事古典文献教学，对《诗经》《楚辞》，尤其对南宋音乐家姜白石，都有深刻而独到的
研究。
本书收阴先生的学术论文111篇，反映了阴先生在各方面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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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学习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小记）作者学术自传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一
种新途径——评李纯一先生的近著二种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音乐
文化散论》前言《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散论》目录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提纲）考古资料与中国古代音
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杂记三则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进一步发掘音乐遗产中国古代音乐史发展规律
试探中国音乐史学的一项新进展《中国音乐史略》序孔子论音乐《乐记》试论——读吕骥同志《乐记
理论探新》札记秦汉时代的音乐文学（讲演记录稿）汉乐府与清商乐唐代乐人对待外来音乐的态度隋
唐时期的“文康乐”读杜甫《剑器行》诗杂记——为《中华舞史研究》创刊而作公孙大娘——唐代技
术超群的女舞蹈家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音乐活动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寺院的音乐活动唐代乐舞简介唐代
的乐舞艺术唐代的音乐艺术唐宋大曲的结构霓裳羽衣曲漫谈唐代舞蹈中的几个舞种从敦煌壁画论唐代
的音乐和舞蹈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资料敦煌石窟提供了什么音乐资料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敦煌曲
子词集》序敦煌唐末佚诗所反映的当地状况晚唐佚诗《敦煌二十咏》所反映的当地情况敦煌学六十年
——敦煌发现的音乐和文学史料丝路管弦话古今——读《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敦煌舞姿》序言
西藏音乐资料见闻札记唐代西藏马毽戏传人长安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乐舞文化的交流我国古代西
部民族的迁徙活动与音乐文化交流（提纲）历史上中国和外国音乐文化的交流（提纲）历史上中国和
东方诸国音乐文化的交流古代中国与南方邻国的音乐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
中外舞乐交流中日乐舞文化交流梗概从音乐和戏曲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唐代中国和亚洲各国
音乐文化的交流明清时代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利玛窦与欧洲教会音乐的东传近代澳门与中外音乐文化
的交流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问题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史》前言《中国文化史》拟目漫谈文化史知识
要学习一些文化史知识普及文史知识应该考虑社会的需要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史的一种理解大学文科
中国古代文化史课应有的内容古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文化》代发刊词《琴曲（广陵散）初探
》序日本水原渭江《敦煌舞谱的解读研究》序《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序《中国音乐史图鉴》序言读
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札记欧阳予倩同志论中国舞蹈史《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律吕
正义后编》“六律六吕”与“六律六同”访美喜闻华夏声漫谈觱篥西安鼓乐的几点启示探索历史奔向
未来——在西安听古乐有感民歌是人民的心声《诗经》概述《诗经》产生的时代和地域《诗经》中的
舞蹈形象《诗经》乐章中的“乱”《商颂》的《那》篇和《烈祖》篇初探词史讲话之一：我国古代第
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词史讲话之二：战国时期南音的结晶——《楚辞》词史讲话之三：汉代的
乐府和民歌词史讲话之四：魏晋南北朝的清商乐和民歌词史讲话之五：唐代的音乐与曲子词词史讲话
之六：宋代的音乐与歌词词史讲话之七：元代的音乐和唱词词史讲话之八：明清时代的音乐、民歌和
唱词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唱和形式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建立与中华书局古代文献
知识漫谈古文献中不同语言的译语校注问题关于古籍中有些混乱字体和避讳字的清理问题重读《隋书
》（经籍志）重读《隋书》（律历志、天文志）重读《隋书》（百官志及其他）在《二十四史今译》
第一次编委会上的讲话《西湖佳话古今遗迹》的版本书法的节奏一《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序言
《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序我国近十年来《文选》研究情况述略南宋作曲家兼词人姜白石姜白石和
他的作品一曲“芜城”惊客魂——姜夔《扬州慢》词赏析姜白石歌词十七首（标点）  （一）隔溪梅
令（好花不与碲香人）  （二）杏花天影（绿丝低拂鸳鸯浦）  （三）醉吟商小品（又正是春归）  （四
）玉梅令（疏疏雪片）  （五）霓裳中序第一（亭卑正望极）  （六）扬州慢（淮左名都）  （七）长亭
怨慢（渐吹尽枝头香絮）  （八）淡黄柳（空城晓角）  （九）石湖仙（松江烟浦）  （一○）暗香（旧
时月色）  （一一）疏影（苔枝缀玉）  （一二）惜红衣（簟枕邀凉）  （一三）角招（为春瘦）  （一
四）征招（潮回却过西陵浦）  （一五）秋宵吟（古帘空）  （一六）凄凉犯（杨柳巷陌）  （一七）翠
楼吟（月冷龙沙）姜白石歌词十七首今译（顺序同上）附录阴法鲁先生访谈录（曾贻芬）编后记词与
唐宋大曲之关系（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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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音乐是艺术的一种。
关于艺术问题，列宁曾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当是出自广大劳动人民的最底
层。
”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
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
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过程，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指示的正确性。
音乐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音乐家搜集音乐的“艺术原料”，进行加工，因而音乐艺术就得到了提高。
在音乐实践中总结出来一些规律，整理成音乐理论；有了音乐理论，音乐艺术的提高就会更加迅速。
社会不断地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地发生变化，新的音乐永远不断地涌现出来，涓滴积累，波浪推移，
汇成了一道丰富多采的音乐的长河。
现在发现的古文字以商代的甲骨文为最早。
商代以前的音乐，历史上缺乏具体的叙述。
但古书上关于音乐的记载中曾经流露过远古时代的一些消息，或提出过对那时生活情况的一些想象。
如《尚书．益稷》篇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人们在狩猎之后，敲打着石片，模仿各种野兽的动作，举行集体舞蹈。
用的乐器非常简单。
这里所追叙的是最早的集体音乐活动。
普列汉诺夫说：“野蛮人常常在舞蹈中再现各种动物的运动。
借什么来说明这事呢？
只有借：想再经验一次在狩猎之际由力之行使而得到的满足的那种冲动来说明。
”这几句话可以引为“百兽率舞”的注脚。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阴法鲁学术论文集>>

编辑推荐

《阴法鲁学术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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