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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是孔义龙的博士学位论文。
2006年，中国音乐史学会在青岛大学举行第九届年会和第四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活动
，《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荣获博士生组的第一名“杰出论文奖”。
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
　　令我意外的，不是这篇论文的理论水平或学术价值。
　　在当今各种“比赛”、“评奖”活动充斥媒体的时候，谁都知道，真正有水平的选手未必都能获
奖。
而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的中国音乐史学会，一个名副其实远离媒体尘嚣的“清水衙门”，一帮学人“
书呆子”一心一意为弘扬学术来举办评选活动。
组织者既无名利报酬，获奖者亦无奖金和荧屏风光。
然而活动竟还是有声有色：参评者踊跃报名投稿，组织者和评委们一丝不苟。
作为孔义龙的博士生导师，我在感情上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名落孙山；但我又是中国音乐史学会的
会长，这次评选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更希望把活动搞好。
所以又很“怕”自己的学生获奖，带来瓜田李下之嫌。
后者的这种“私心”，始终在我心里占有主导地位。
甚至觉得正因为我这个会长之职，反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评选的结果出来了，《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获得了博士生组的最高奖项。
确是意外了！
　　作为学会会长，我深感评委们的眼光和公心；作为孔义龙的导师，我深知这篇论文的价值所在。
应该说，《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足以告慰我的恩师翔鹏先生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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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钟音列并非一个单一的音高排列问题，而是涉及取音、正侧鼓音位设置及其功能、调制、偏离等一
系列问题的综合体。
其中，音高的数理规律取决于为编钟取音的弦准，而乐音的实践规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古人对钟腔正
、侧鼓部的认识与运用。
　　西周甬钟正鼓音列表现出3种形态，它们的音高关系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音越低，相邻两
钟正鼓音间的音程越小；音越高，相邻两钟正鼓音间的音程越大，呈现出一种底小上大的趋势。
这是一种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谐音列的音程特点相反的等差数列形态。
既然各组甬钟的音高和音程特点取决于弦长的等差数列，各组甬钟音列中底部音程的差异，表明3种
底部音程的存在是与3种等差数列相对应的，即在不同的等份前提下产生了不同的音程系列。
其中，弦长六等分制产生的是“小三度”的底部音程，弦长五等分制产生的是“大三度”的底部音程
，弦长四等分制产生的是“纯四度”的底部音程，3种等分节点导致了3种四声音列的产生，根据节点
获取的难度不同，产生6、7或8件组的甬钟音列，但8件是西周甬钟的极限。
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数理关系能追溯到晚商的编铙，将编铙的正鼓音列与西周中期以来按弦上等分制
取音法获得的各组编钟前3件的正鼓音列相对照可发现，“羽—宫—角”结构正好符合一弦六等分制
取音的结果，“宫—角—羽”结构正好是按一弦五等分制取音的结果，而“角一羽—宫”则正好是一
弦四等分制取音的结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弦动乐悬>>

作者简介

孔义龙，1968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
1992年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9年于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5年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音乐学系获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多年来，关注中国音乐史学、中国音乐教育学、、传统音乐学的研究，先后于音乐专业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2005年曾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博士论文奖，2006年曾获第四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学术论
文评选博士组“杰出论文奖”。
2006年入选广东省高校2006—2010年度“千百十工程”培养人才。
2008年荣获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度“优秀科研工作者”称号。
     
　　2006年12月完成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钟上之乐一弦之律》。
2006年9月成功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岭南古代音乐研究》，现正在研究中。
2006年11月作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的成员，与广东省文化厅合作，共同主持《中国音乐文物
大系·广东卷》的普查与编纂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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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钮钟的出现与正鼓音列的转制  第一节  春秋早期正鼓音列的两种形态    一、西周晚期甬钟音列设置
规律在春秋早期的延续    二、正鼓音列设置的转制    三、一弦、五弦与五声  第二节  春秋中期正鼓音
列设置的五声定式    一、正鼓音列设置的五声定式    二、郑国10件组编钟正鼓音列特点第四章  定式的
突破与音列的接合  第一节  定式的突破    一、五声设置的延续    二、正鼓音列对变声的安排  第二节  与
钮钟、甬钟相接合的编镩音列形态    一、4件与、10件的接合    二、8件与9件的接合  第三节  正鼓音列
的律制倾向、取音轨迹与音系特点    一、正鼓音列的律制倾向    二、正鼓音列的取音轨迹    三、正鼓
音列的音系特点第五章  侧鼓音及相关问题  第一节  侧鼓音的设置与五弦取音    一、侧鼓音位设置的多
样与统一    二、五弦取音  第二节  数理的传承与发展    一、正、侧鼓音的音系特点    二、音阶的完善与
旋宫的发展  第三节  关于音高偏离的分析    一、理论音高与音高偏离    二、音高偏离的分析  结论  从编
钟音列现象看钟弦关系实质    一、四声音列与一弦等份节点    二、正鼓五声与五弦等份节点    三、正
鼓变声与音列接合    四、侧鼓音位的有序设置与旋宫转调的逐步实现附录一  中国存见乐钟一览表附录
二  古琴正调五弦各微分弦长比例及音分数附录三  论文图表索引附录四  论文图片索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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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编钟的研究可上溯到北宋时期。
宋人的金石学已经涉及一些出土的古乐器，其中主要是钟磐之属，其研究主要局限于乐器的形制、铭
文和年代等方面。
北末后的青铜器著录和研究仍以铭文和文字训诂为重点。
首先打破这一局面的是近代的王国维，其金文研究不再停留于单字训诂，而是注意把青铜铭文和历史
结合起来，对商周历史作综合研究。
之后郭沫若更是从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角度对编钟做了深入研究，其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是先秦历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他的研究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些研究的目的均不在音乐艺术本身。
真正以音乐艺术为目的的编钟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而且自一开始就与音列的分析联系在一
起。
　　一、编钟间列研究的历时性描述　　1.20世纪30年代的测量工作　　“五四”以来，在文史界的
启发和带动下，中国音乐史学家开始注意到音乐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这项研究工作的领路人就是20世
纪30年代初的刘复（半农）。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刘复介绍西洋科学技术并用之于国学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乐律
方面，与王光祈一道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于1930-1931年间，发起并主持了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官古乐器的测音研究，可称得上是对钟乐音列
的律制、音阶等属性作针对性的、有方法的测试与分析。
他在故宫的测音研究历时一年有余，所测乐器单是编钟、编磐就达500多件。
之后，他又赴河南、南京、上海等地进行音乐考古研究，其对象涉及钟磐乐、乐舞造像等多个方面，
尤以钟磐乐研究最为突出。
在测音方法上，他以音叉为定律标准器，以3张“审音小准”为测音工具，测音时先取其各音音高的
弦长，换算成频率；再算出三准数据的平均数，进而换算成音分数，并将这些数据列表与国际通行的
十二平均律、中国传统的三份损益律作比较，得出音列的音程关系相对准确，为清官钟磐乐音律混乱
的事实提供了证据。
可见，在刘复的编钟音律研究中已摆脱了种种陋习，他引进了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和计算方法，以及诸
如英国比较音乐学家埃利斯所创的音分法，从律制角度来解释钟磐乐的音列现象，实属音乐形态学研
究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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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得到了诸多作家的推崇：　　《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
》中提出的编钟以一弦弦长的六分、五分、四分取音的规律，以及这一时期编钟出现的“羽宫角”音
列背后的乐律学规律，由此推及文献中“钟尚羽”的提法，都是解释古代文物和文献的新视角。
这些新颖的学术见解，都对以往的传统看法具有矫正意义。
这些是该文最闪光的部分。
作者以乐律学规律作为贯穿全文的基本原则对两周编钟音列诸一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充分阐述并揭示
了现象背后隐含的深远乐律学背景。
能够指出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乐律学史的发展原因，实属可贵。
　　——张振涛　　《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以弦立论，将前此战国初期曾候乙编钟的研究
中“钟律就是琴律”的论点引向了更早编钟音列的分析，一是对弦律在古代音乐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提
出了新的角度，将弦律的实践推向了更早的年代；二是在两周编钟的相同论域与相关论题中，论文从
材料出发，通过材料表面的分析与归纳了以发现音列发展的基本规律为目的。
因此，该文提出的以弦的等分节点解释音列发展的论点，不仅是对两周编钟音列的认识有突破意义，
而且对两周以至先秦的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的认识，也揭示了新的视角，从而对更深入地研究提供了
有价值的起点。
 　　——崔宪　　《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对两周编钟音列作了系统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对其可闻不可见的内容，即编钟自身的音乐性能进行探讨显然是有学术意义的。
其选题把握了学术动向，顺应了学术发展。
论文的分析正确、可靠，合理，基础扎实。
搜集资料全面，写作规范，层次清楚，逻辑性强，行文流畅。
　　——刘绪　　《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作者基于对目前所能涉及的绝大部分两周编钟测
音数据的分析，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两周编钟音列特点提出了一些有深度的看法。
论据充分，论点合理，逻辑清晰。
　　——韩宝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弦动乐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