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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是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流传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尽管这两大丝竹乐种发源地不同，但都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繁衍兴盛，并伴随着上海都市文
化的崛起而变异、转型，受其影响从而形成今天所见的艺术特点。
    本书作者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深入研究，从谱、物、图、音响和音像等各方面进行了史料
的收集。
第一次将两大乐种放在城市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两者在此过程中体现的同异进行了论证，以探究
城市文化对中国传统音乐向近现代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传统音乐在现代化城市中以其自身方式生存的
深厚内涵和价值。
是资料性与学术性并重的中国传统音乐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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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阮弘，1974年出生于上海。
1982年起师从扬琴演奏家、丝竹音乐家周惠先生学习演奏扬琴，得其真传。
1992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
1996年成功地举办了个人扬琴独奏音乐会。
同年以优异成绩直升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硕士研究生。
1999年获音乐教育文科硕士学位。
2002年出版了个人扬琴独奏专辑。
2003年考取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陈聆群教授。
2005年获“萧友梅先生诞辰120周年、黄自先生诞辰100周年”专项奖学金。
200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艺术教育中心。
近年来，在《人民音乐》、《黄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音乐探索》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并
参与录制了《抒情小调》、《江南丝竹八大名曲》等民乐和丝竹专辑，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
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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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江南丝竹音乐的历史沿革：一、丝竹音乐的历史渊源：周朝出现了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
，为乐器分类的方法。
“丝”、“竹”二字，最初见于《周礼·春官》：“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
竹。
”《礼记·乐记》亦载：“金石丝竹，乐之器也。
”及至汉代，已有丝竹为声乐伴奏的历史记载，见《晋书·乐志》：“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
，执节者歌。
”又：“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
”《乐府诗歌》卷三。
载：“《古今乐录》日：‘王僧虔大明三年（459）《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
⋯⋯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
”’卷三三：“《古今乐录》日：‘王僧虔《技录》：清调有六曲。
其器有笙、笛——下声弄、高声弄、游弄——筑、瑟、琴、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
’”也有未唱歌之前，先演奏器乐曲的情况，张录《元嘉技录》日：“未歌之前，有五部弦”等。
在唐代的“大曲”和“法曲”中，亦可见丝竹伴奏的形式。
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原词及《注》中有：“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撅弹吹声逦迤。
”自《注》云，“凡《法曲》之初，众乐不齐；惟金、石、丝、竹，次序发声。
《霓裳》序初，亦复如此。
”其第一部分散序，是节奏自由的散板，器乐独奏及合奏，不歌不舞。
在唐代诗人的诗词中也常提及“丝竹”，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中写道：“浔阳地僻无音乐
，终岁不闻丝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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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乐与都市》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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