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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敏学从北京发来一邮件，并嘱为序。
其洋洋洒洒十章，凡二十余万言。
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书稿，转瞬之间移越千山。
电子时代信息传递的便捷与过去需快达的信件只能凭邮递马车急驰，靠轮船飞机快递相比，真是一时
万里。
然而，学文事史的中国文人对社会历史的关注与参与却是古今不变的。
敏学或可为一例。
　　自安徽大学本科学中文专业起，他就同时修习史学。
是属于爱好文史的双学科学生，也是专心致志于文史这两个今之传统学科的当代文人。
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历史文献学硕士时，他又以极大的热忱瞩意于中国音乐史学。
在分科教育盛行的今天，这似乎有些不够正统。
然而，其用功之勤、涉猎之广、态度之执着，令人动容；其从历史学视野对中国古代乐史的观察也常
有新见；从历史文献视野对其中一部分音乐史文献的关注，也有眼界开阔的特点。
其颇获好评的硕士学位论文《古乐复兴之余波——雅俗分流格局下清代音乐史学思想的嬗变》就是一
篇颇有学术价值的音乐史学思想长文。
对音乐史学的多年关注与思考，竟然成为其大学时代两个阶段最有兴味与成果的事，这在现今中国历
史学专业学生中也属罕见。
其每次见面，专注的探问，速度很快的语言、敏捷的应答等给我和音乐史学界同仁们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
　　这部书稿文如其人。
流畅生动的叙述中，可见其灵动的思维和对叙述的较好驾驭。
全书由远而近，以各朝代音乐的主要特点或成就论题，注意反映其时音乐的主要状况，从而较好地反
映了中国音乐的历史脉络和主要成就，也把中国古代乐史知识融汇其中。
书中注重文献史料的应用，征引涉及古今众多学者与典籍，取材甚丰；全书新材料与新见解不时可见
。
这些或许是音乐界外的史学工作者撰著乐史的一个特点。
　　中国作为史学大国和音乐史料特别丰富的大国，需要更多不同类型、各具特色、各界人士所写的
音乐史书。
花繁叶繁、争奇斗妍、和而不同、优长互见的众多乐史新著，必将有益于中国音乐史学在21世纪的更
好、更大的发展。
　　所以，我乐于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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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音乐文化与作品赏析》由远而近，以各朝代音乐的主要特点或成就论题，注意反映其时音
乐的主要状况，从而较好地反映了中国音乐的历史脉络和主要成就，也把中国古代乐史知识融汇其中
。
书中注重文献史料的应用，征引涉及古今众多学者与典籍，取材甚丰；全书新材料与新见解不时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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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盛世元音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之后再度出现的大一统时代
，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鼎盛阶段。
隋唐两代，尤其唐朝是当时东亚乃至世界的强国。
她气度恢宏，疆域辽阔，四夷宾服，威名远播。
经济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促进了文化艺术之花的争奇斗艳，而西域各国文化的输入则进一步促进了音
乐文化的全面繁荣。
隋时已有的七部乐、九部乐，至唐太宗时则扩充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
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
玄宗时又分坐立部伎，舞蹈艺术在此时亦有长足进展，九部乐、十部乐都是曲舞并行。
隋代分文舞和武舞两种，唐朝则分健舞和软舞，健舞舞步雄健，舞曲有《剑器》、《胡旋》、《胡腾
》等；软舞舞姿柔婉，舞曲有《凉州》、《回波乐》、《乌夜啼》等。
唐代乐舞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霓裳羽衣舞》。
此舞原名《婆罗门》，为印度舞曲，由西域传人中原后经艺人改编，又经唐玄宗亲自润色，演出阵容
“皆执幡节，被羽服，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①。
隋唐时期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不仅对吾国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之影响，形成雅、
胡、俗并行不悖且又相互影响的音乐文化发展格局，进一步促成了中国音乐文化中雅俗分流格局的确
立。
隋唐盛世中的大乐元音流播海外，声名远扬，对高丽（今朝鲜）、日本、东南亚和西域诸国的音乐文
化也发生过相当影响，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华章，可谓广开一代之风气，独领世界之风
骚。
下面，就让我们循着这盛世元音的历史轨迹，从“开皇乐议”开始我们本章的奇幻之旅吧。
　　第一节竞为异议，各立朋党—开皇乐议中的是非曲直与万宝常的生不逢时隋初开皇年间的“开皇
乐议”，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统治阶级内部高层次多角度的雅乐制度与乐律问题的专题讨论，前后持续
长达十三载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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