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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入门书，是作者二十余年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研究工作，又吸取了
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重点突出，要言不繁，同时又相当全面，对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过程中那些必须讲同时又有材料可讲
的史实，都做了扼要的叙述。
正因为这样，对于一般的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这本书可以告诉他必要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知识
；对于有志于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工作的，这本书可以为他提供研究对象的概貌。
    中国音乐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
它是历史科学研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分支。
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数不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搁，青黄不接的现象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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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野（1924-1995）四川广安人。
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史学家，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1991年获文化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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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远古及夏商的音乐第一节 原始社会与音乐的起源中国是世界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陕西“蓝田猿人”和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等的发现，说明我们的祖先远在五六十万年以前就已经生
活在祖国富饶的土地上。
大给从五万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南北广阔的地域内便陆续地进入了原始氏族公社阶段
，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共享劳动所得，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的区分。
公元前2700年左右，黄河上游各氏族部落开始结成联盟，黄帝是最早被推举出来的联盟长，以后著各
的联盟长有尧、舜和禹。
这就是历史传说中所谓的禅让制时代。
初期氏族社会有音乐尚处于萌芽状态，只有一些简单的乐器和乐舞，西安半坡遗址出圭的只有一个吹
孔的“陶哨”和山西万泉荆村出土的有一两个发音孔的“陶埙”，便是新石器时代音乐遗存。
从一些古籍的传说记载中，还可以看到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创造了许多反映狩猎活动和与大自然作
斗争的乐舞。
可以想见，那时鈻的音乐是十分简单幼稚的，但已能达一定的思想内容，音乐活动已经相当普遍。
那么，音乐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们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说法，如生性本能说，求爱说，摹拟自然说，等等。
但都只是接触到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表象，不能说明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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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稿原是为上海音乐学院共同课《中国音乐史》所编的讲义。
初稿成于1959年，编写时曾得到原上音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沈知白先生的具体指导，并于161年将远古
至隋唐五代部分提交在北京香山举行的音乐教材会议审议。
此后，笔者因担任专业课《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的需要，乃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教学计划要求，进
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和增删，适当加强了古代部分，删掉了近代部1963年作为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试
用教材印发。
经两次试讲后，又有一些新的想法，正准备作进一步修改时，因“文化大革命”而陷于停顿。
1974年恢复工作后，笔者应邀参加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现名)音乐研究所组织的《中国音乐简史》的
编写工作，得有机会与许多专家和同行们详细讨论有关中国音乐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使笔者获得不
少教益。
本修订稿在不少地方亦吸取了当时的讨论意见。
这里无法一一注明，特此一并致谢。
本修订稿是1979年应教学急需开始着手修订的，当时笔者被分配担任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工作，因学生
笔记有困难，必须印发教材，所以只好匆匆进行修改，未能作到全面调整，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方面
，几乎很少增补，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这些问题，只好等待他日再作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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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于一般的间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可以告诉他必要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
知识，对于有志于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工作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可以为他提供研究对象
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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