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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钟律课题是曾侯乙编钟出土后的二十多年来音乐型态研究特别是律学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课题之一。
自钟律一词于黄翔鹏先生1979年《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一文中复出后，
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展开，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笔者在关注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发现，以往学者的研究多取音乐考古测音研究的角度，而对文献中所涉
钟律或避而不谈，或谈之甚少。
或干脆断言其“与三分损益法毫无二致”，或多引用《汉书·律志》“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
誉，徵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义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这段文献作为先秦钟律的文
献根据。
凡此种种暴露出迄今学者们对古代文献记载之钟律的研究尚有欠缺。
为此本文以“钟律四书”、历代乐律志为依据，在对其进行全面历时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归纳出了自
汉至清古代文献记载之钟律的两种内涵，即：十二律吕和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
或仃所损益)之制度。
又以个体研究者为基本线索，对出_十青铜编钟引发的钟律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将(以黄翔鹏先
生为代表的)今人的钟律理论简要概括为：先秦钟律是一种以管子生律法为基础，以三度关系为枢纽的
复合律制；钟律就是琴律；钟律可以钟律音系网的形式表现}H来。
这种理论虽不见经传，但却“流淌”在民族音乐的实践中。
最终揭示出：古代统治者赋予钟律以“十二律”或“律度量衡的制度”的内涵与其维护集权统治的内
在动机是分不开的，今人赋予钟律以编钟所采用的律制的内涵则是为了建立与西方基本乐理并行的、
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律理论，这一古今钟律内涵差异的内在成因。
由此将钟律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全面、深入。
  本文还通过对同一套编钟的数套测音数据的定量分析，得出了用测音数据来进行编钟律制研究之可
信度很弱的结论。
进而认为根据现代人击奏古编钟获得的测音结果去“推论”编钟的律制是律学研究中“极危险的”一
个误区。
这一认识在促使我们对已取得的钟律研究成果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对今后钟律研究的方法论当亦有
所启迪。
        本文还在如下的‘些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
于钟律发生，得出了钟律当发生在春秋时期；于钟律文献选读，笔者同意“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
”之“大林”为“编钟”说；而对“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笔者则做出了“以三个律为单
位记录钟律，以六个律为单位平分钟律，钟律个数为十二”的“新释”。
于当今编钟制作中的律制，笔者以为采用十二平均律调律当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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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洪军，1965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文学博士，现任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中国音乐史论
考研室主任、副教授。
1994年考取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古代音乐史方向硕士生，199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山东
师范大学任教；1999年考取上海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方向博士生，于200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
年至令任教于武汉音乐这院音乐学系，主要教授《乐学》与《中国音乐史》两门课程，2003年和2005
年先后承担湖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重点基金研究项目，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还分别师从武
汉音乐学院杨金岚教授学习声乐。

　　近些年来，先后在《黄钟》、《中国音乐》、《我民音乐》、《音乐艺术》、《音乐研究》、《
中国乐学》等刊物发表《出土东周中原体系青铜编钟编制区域特征探讨》、《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
思考》、《对促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再思考》、《测音数据在编钟律制研究中的可信度分析》、《
之“并戾”问题谜底辨歧》、《的钟律文献再解读》等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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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论文提要英文提要引言　一、缘起　二、关于古之钟律考证  三、关于今之钟律理论  四、关于行
文上篇　古钟律考证　第一章　钟律四书之钟律    第一节　《钟律书》一卷    第二节　《钟律纬》一
卷    第三节  《中律通考》六卷    第四节　《钟律陈数》一卷    第五节　小结　第二章　历代乐律志之
钟    第一节　意十二律吕    第二节　意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
   第三节　钟律之其它意    第四节　小结中篇　今钟律理论　第三章　出土青铜编钟引发的钟律    第一
节　黄翔鹏先生的钟律研究        第二节  对黄翔鹏先生钟律理论所作出的响应⋯⋯下篇　钟律专题研究
　第四章　测间数据在编钟律制研究中的可信度分析　第五章　钟律发生考　第六章　钟律文献选读
　第七章　当今编钟制作中的律制探究结语附录一　待考钟律一词的引文附录二　本文参考书目举要
附录三　律学学术论文举要（199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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