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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为一代学人，不求闻达，首无显赫名衔，身无金银奖项，虽非闲云野鹤，倒也轻松自得。
遂至专注于乐海拾贝，苦心积累，乐学园地，勤于耕耘。
虽曾于南北各地广传薪火，仅止于尽绵力于杏坛。
涉及学术问题，必恪守准则，戒用虚妄之词，遵从求是之实。
沈知白先生曾言：“才智空乏者，尝用生僻洋化之词，使汝愕然而惊其‘深奥’；或用玄而又玄之法
，使汝茫然而一头雾水，凡此种种，尽皆不可取也。
”先生金石铭言，吾辈定当记取。
　　书中曾探讨民族音乐学问题，而民族音乐学之称，港台亦然。
文中又加“中国”二字，申明为民族音乐学之中国特色，缘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如有相背之识，亦是学术研究中见仁见智而已，并无对错之分。
但凡学术问题，均可自由表述，无论权威多大，难以断下结论。
　　再者，书中某些文章，原为教材所用，后经整理以文章发表，此书可称是教学与科研双重成果。
限于功底浅薄，未能卓然标新，多有泛泛之言，一无惊人之笔，颇觉汗颜无地。
　　论及教学，古人云：“先生后生，原为同出。
”其意为：先生学生，均是从头学起，仅在于有个时间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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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文革以后在音乐理论方面出版最早的少数个人文集之一。
从当时来说，还是新鲜事物，起到领先作用。
     全书分成两大部分：上编为“作者文论”，下编为“有关作者文论”。
上编全部为作者论文（已经可以代表个人文集），下编则有为别人写的文章，也有别人为作者写的文
章，还有在作者指导下研究生写的论文以及影像记录一切人生活动的“影象纪实”。
又因作者擅长书法，故又有“书画欣赏”。
而“影象纪实”和“书画欣赏”皆有音乐内容在内。
这样就打破了单纯出版个人文集的老套，而是全面反映了作者个人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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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厚永，音乐理论家、教育家高厚永教授，高瞻远瞩，首先发起并主持了于1980年6月在南京举行的全
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这一具有世界性的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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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乐学园丁上编 作者文论  骨笛吹响了中华大地万古文明的前奏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
国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民族音乐研究纵横谈  回顾与展望——争论与探索发展了二十世纪的国乐  别具
风格的江南丝竹  从“中和之美”谈到江南丝竹的审美情趣  再谈江南丝竹的曲式结构  气势磅礴的吹打
音乐  曲项琵琶的传派及形制构造的发展  谈武板大曲《十面埋伏》  谈马尾胡琴  美不胜收的《春江花
月夜》  沈知白先生对民族器乐的学术见解  程式原则的特殊地位——兼评“一曲多用”  民族曲式中的
变奏原则  论曲牌  明代流行的吴地山歌  水乡“田歌”  我所经历的上音民族音乐研究室  鉴往而知来—
—为上音民族音乐系成立五十周年而作下编 有关作者文论  第一辑 民族音乐学会议    召开首届“全国
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经过    杜亚雄文章辨析    一个“学”字三上三下——记把民族音乐学引进
国门的高厚永  第二辑 书序与书评    序(为杜亚雄著《中国传统乐理教程》而作)    序一(为吴赣伯著《中
国人与中国音乐》而作)    民族器乐研究的硕果——简评《民族器乐概论》    温故而知新——读《高厚
永民族音乐论文集》    又上层楼——《中国乐理》读后(为杜亚雄、秦德祥著《中国乐理》而作)  第三
辑 论文指导    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    音腔论    李芳园的琵琶艺术进  第四辑 影像纪实
   青壮年华    比翼双飞    美国居家    友谊交往    学术活动    文化交流    文化参观    参观美国摇滚乐名人
堂    什么是摇滚乐？
  第五辑 书画欣赏    作者书法    友人赠送字画附录  高厚永世界名人证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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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作者文论　　骨笛吹响了中华大地万古文明的前奏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常为国人引以自
豪。
此说源于一九二一年首次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精制骨器、石器及彩陶等遗物，距今约在五千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人们称之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
　　然而，随着考古界的不断发现，海峡两岸的史学家们已经联名发起“重写中华古史”的倡议书。
他们一致认为，沿用多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提法，应随着近二十余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进行校正
，即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一万年以前。
因为从大量考古新发现所显示，中国南北各地的一些文明起源都在五千年以上，如浙江河姆渡遗址、
湖南城头山遗址及河南贾湖遗址等，距今都有六千年以上以至八千至九千年的历史。
　　首先是二十世纪七。
年代末，在浙江杭州湾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若干件新石器时代的骨哨【图一】，据考证约有7000
年左右的历史。
这些骨哨大小形制不同，长度约6～10公分不等，笛体略呈弧度，均用禽类肢骨制成。
　　图中骨哨，一端侧面开二孔。
另一端开稍大之椭圆孔。
普遍来说，在众多骨哨中，常在侧面开一至三个椭圆孔；有的在两端各开一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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