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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乐是与人类历史发展相始终的一项重要精神活动。
“乐”与“礼”以和谐的方式融入社会生活的整体，代表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文明形态，也是人类生存
及交往活动最基本的两个实践维度。
透过“乐”，我们可以更好地表达人与生话世界不可须臾分离的情感；凭借“礼”，我们才能更合理
地建构或维系与人的交往方式有关的存在论秩序。
中国文化将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礼”与“乐”首列前二位便是明证。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小雅·何人斯》：“伯氏吹曛，仲氏吹篪⋯⋯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都可见中国古代的音乐活动不仅起源甚早，而且还涵盖了从民间日常生活到国家祭祀燕餐活动的各
个层面。
依据考古资料实测古代乐器，不少学者甚至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即已形成了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则有可
能形成于夏初。
而到了《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的时代，中国的音乐理论思想便已十分成熟，足以与任何西
方国家媲美，实为最能体现民族慧命发展方向的艺术精神的文本化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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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阐述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专著，它首先勾勒了中国音乐审美活动及其思想历程；然
后重点论述了音乐的存在及存在论哲学问题，音乐的审美特征，音乐的审美风格；并对中国传统音乐
中具有代表性的门类作了审美旨趣的解读；对音乐审美欣赏活动以及审美教育也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
作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以新的视角，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与认识。
值得称道的是，该著作从中国音乐的审美实践及哲学思想中总结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
不同的美学追求、美学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方式，如音乐与人、音乐与自然、音乐与社会之和谐关
系的哲学思想；中国音乐的美感特征～“以和为美”、“虚实相生”、“气韵生动”；中国音乐审美
文化中“天人合一”、“知音情结”、“修齐治平”、“为己之学”等美学意识。
全书内容丰富，视角新，方法新、观点新；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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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原始乐舞并非以审美为主要目的，而是出自宗教仪式之需要，或出于经
济生产的魔术行为。
在汉字中，“巫”字就是从“舞”字演变过来的。
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据考古专家分析，其应用与原始宗教中的巫术活动
有关，正如音乐学家修海林先生所言：“可以认为，在原始宗教礼仪活动中，骨笛的演奏不仅是为了
某种形式美感的需要而存在，它所引发或者表现的，是与宗教观念、情绪与想象等深层心理感受浑然
一体的情感体验，这也是骨笛乐音美的文化功能所在。
”当然并非一切原始乐舞活动都必然与巫术有关，例如原始人在吃饱喝足之后心血来潮，狂呼乱舞以
宣泄自己的欢悦情绪；他们“亨哟亨哟”，踩着节拍抬木头、春臼、划船；男女求偶长声幺幺地呼唤
与吟唱，都可看成是萌芽状态的音乐审美活动。
然而，最具有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应该是与巫术紧密联系的原始乐舞。
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态有直接的关系，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以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幻想与现实不加区别、主观与客观混同的思维方式，都影响着原始人
类的巫术活动和音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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