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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作为炎黄子孙，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面对中国文化庞杂的知识体系，大多数的人都明显会感到力不从心，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其底蕴
及脉络。
　　如何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信息，从而有效地掌握中国文化知识呢？
为了帮助读者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快速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编者选取了具有中
国文化代表性的主题，推出了这套“图说中国文化”系列丛书。
整套丛书包括茶、道教、佛教、中医、养生、饮食、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等分册，以图释文、深
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力求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及内涵立体地呈现出来，为读者提供一个
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平台。
　　中国音乐，尤其是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
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梦想和追求。
同时，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传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联系、共同发展。
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中国音乐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音乐也是
不容忽略的话题。
　　本书以全新的“图说”方式，结合编写体例、图片和艺术设计等多种要素，对中国音乐长达数千
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全方位展示，内容涉及音乐的起源和发展、古典音乐的基本知
识、重要的音乐思想及音乐理论、主要的音乐机构和音乐人才、音乐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中国音
乐的现状与前景等。
同时，增设了“知识点击”等辅助栏目，功能全面，方便实用，为读者了解中国音乐提供不同的角度
和更为广阔的视野。
深入浅出的文字配以近200幅包含多种文化元素的精美图片，使读者对中国有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并
从中体味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全新的视角、精练简洁的文字、科学的体例和创新的版式设计等多种元素有机结合，引领读者从
一个崭新的层面去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从而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更透彻、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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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说中国音乐》引入全新的“图说”理念，结合编写体例、图片和艺术设计等多种要素，对中
国音乐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全方位展示，内容涉及中国音乐的起源和发展
、古典音乐的基本知识、重要的音乐思想及音乐理论、主要的音乐机构和音乐人才、音乐与社会其他
领域的关系、中国音乐的现状与前景等。
全书文字通俗易懂，注重科学性，又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是学习和掌握中国音乐知识的理想读本。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作为炎黄子孙，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音乐，尤其是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梦想和追求，与中华其他文化艺术互相交融、互相联系、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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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音乐是怎样产生的？
虽然到现在也没有一种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说法，但至少有一种说法是得到大多数人肯定和认可的，那
就是音乐产生于劳动之中。
众所周知，劳动使我们的人猿祖先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而语言也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劳动的进行和语言的产生促进了脑髓的发展，而这一切都为音乐的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
当然，最初的音乐可能并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劳动实践。
　　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需要相互配合协作，有时也需要为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这就是劳动中
的呼声。
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有人注意到了有的音乐来自于劳动中的呼声，比如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就曾
在《准南子》中说道“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
此举重动力之歌也。
”前面的人喊“邪许”，后面的人也跟着喊，这更像是芳动时的口号，但因为有了节奏和音周，所以
就成了音乐的早期形式。
　　音乐和语言虽然都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且语言的产生对于音乐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音乐却未必产生于语言之后，也许早在没有语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音乐。
事实上，人体本身就是有具节奏感的，左右脚行走的频率以及心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
古人在庆祝丰收时，往往会有节奏地敲打木器或石器，以表达内心的兴奋和喜悦，这就是最古朴的音
乐形式，是不需要语言的。
　　音乐既然从劳动中来，那么乐器自然也就应该从劳动中来。
古人每天都要劳动，他们是没有时间去制造专门的乐器的，原始的乐器就是由生产工具演化而成的。
前面已经提到，当古人庆祝丰收的喜悦时，会敲打手中的石器和木器，而这些石器或木器就成为了最
原始的乐器。
在当代出土的一些占代乐器，就能找到生产工具的影子。
比如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磬，就很可能是最初耕田用的石犁演化而成的。
　　除了占据主流地位的劳动起源说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比如说有人认为音乐起源于宇宙中一种神秘的力量——“太一”，也就是易学中所说的“太极”。
《吕氏春秋·仲夏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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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这种说法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者的认可，基本可以代表这一类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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