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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考古与音乐史》辑录的论文，是方建军在2006至2009年间撰写的，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发表。

书中所收论作，依论述的内容和性质大体做了分类，编为通论、出土乐器研究、海外古乐器研究、乐
律学史研究、音乐思想史研究等五辑，并增加了一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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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通论
 考古新发现与古代音乐史研究
 发声器、“前乐器”与乐器
 出土乐器测音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二部分 出土乐器研究
 洛阳北窑周埙研究
 新出芮国乐器及其意义
 秦子镩的器主和时代
 秦子镩及同出钟磬研究
 秦墨书竹筒与乐器“簧”
 太室埙、韶埙新探
 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钟研究
 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磬的组合、编次和音阶
 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钟、编磬声谱分析
 琴瑟的轸和轸钥
 居延汉笛奏法新解
第三部分 海外古乐器研究
 由美国收藏的镛谈到镛的断代
 西周早期云纹编钟的再认识
 美国收藏的速钟及相关问题
 “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
 论美国赛克勒所藏编钟
 柏林民俗博物馆收藏的编钟和锌于
 乾隆特磬、编磬与中和韶乐
第四部分 乐律学史研究
 《周礼大司乐》商声商调考
 论周景王铸钟的无射和大林
 伶州鸠与周代的七律
 楚简《采风曲目》释义
第五部分 音乐思想史研究
 商周礼乐制度中的乐器器主及演奏者
 商周时期的礼乐器组合与礼乐制度的物态化
 古乐“和”“同”思想试探
 声、音、乐及其思想技术涵义
 古代乐占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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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音不清，或编磬音响不佳。
曾侯乙墓出土有形制和大小均不相同的木质钟棒、钟槌和磬槌，用于击奏形制和大小不同的钟磬，便
是很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适宜的击奏工具，是获取最佳音响的必要条件之一。
至于具体选用多大尺寸和重量的击奏工具，以适应演奏大小不同的钟磬，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在测音时，最好多准备几种形制和大小不同的击奏槌，以便加以选择和使用。
　　无论编钟还是编磬，在测音时最好悬挂起来演奏，既要逐件进行测试，也需按其编次连起来演奏
音阶或乐曲。
以往我曾有过这样的测音经历：对编钟和编磬逐件测音并录音，但未按编次进行，测试对象的顺序具
有随机性。
之后，利用录音上机测出具体音高数据，并按音高数据由低到高予以排序。
这样虽然也可测出编钟和编磬的音高及音阶结构，但却听不到演奏音阶或乐曲的音响实况。
我们纵然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通过录音软件对单件钟磬的发音进行音响合成，但毕竟不是自然的顺序
演奏。
况且，有些低音或高音钟磬，如果不是现场顺序演奏，有时难于准确判断它们的音高及其在音阶中的
位置。
只有演奏音阶或乐曲片断，才可能比较直观地听出乐音间的相互关系。
音乐是通过人的听觉感知的，在测音时，除运用仪器进行客观测定外，也不能忽略人的主观听觉。
　　吹管乐器的测音相对要复杂一些，它不像钟磬类体鸣乐器那样可以直接发出音响，而是通过吹奏
者以气流激发边棱来发音，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的左右和控制。
如笛、埙、箫、律等，吹奏角度、力度、环境（如室内温湿度等）的不同，按孔的虚实，均可导致音
高发生改变或游移，有时同一个音甚至会有三四度的差异。
　　以商代五按孔埙为例，目前对它的测音显得比较凌乱，主要表现在吹奏指法不统一，指法的取舍
较为随意，且因人而异。
这种状况急需改变。
埙的5个按孔，以排列组合数公式，可以求得32种指法。
只有将这32种指法全部测出，才能符合客观要求。
虽然古人并不一定用全这32种指法，但从研究的角度，需要将其全部测出，以便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
。
目前发表商代埙的测音结果，大多在指法组合上过于简略，远远达不到32种指法的要求，不能客观反
映埙的音响情况，因而也不能满足测音研究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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