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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舞时代

1、原始社会音乐

概述：原始社会的音乐是以新石器时代这
一阶段的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作为研究对象来说
明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早期文明现象，
或者说是从一万年前中国文明的进步到五千年前
中华文明古国的确立，这一历史过程中音乐面貌
的大致轮廓。

2、原始社会音乐由原始乐舞和原始乐器两大部分
组成。



原始乐舞和原始乐器

原始乐舞：原始乐舞是指歌、舞、乐“三位一
体”的艺术形式，这是我国音乐的早期形态。

原始乐器：有骨笛、骨哨、陶埙、陶角、陶钟、
陶铃、陶响器、土鼓和石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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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商音乐

概述：夏商音乐研究的主要对象依然是乐舞和乐器。

夏商乐舞之形态和原始乐舞一脉相承，形式上未见很大

变化，内容上则鲜明地反映了进入阶级社会后乐舞作品文化性

质的重大演变。

夏商乐器中由于夏代考古仅仅露出冰山之一角，出土乐器凤毛

麟角，商代的出土乐器则是中国乐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3、西周春秋战国音乐

中国礼乐文明在周代获得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音乐，在上

古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三者之间有着集成、变化、发展的关系。

礼乐制度：是指古代为维护君臣上下等级秩序而建立的一套文化典

章制度，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

新乐与古乐：古乐是指雅乐，新乐是指郑卫之音。

音乐机构：大司乐是周朝职官的名称，即大乐正，为乐官之长。

音乐作品：我国月舞时代和歌舞伎乐时代的音乐作品，其音乐绝大部

分已经失传，但许多诗歌却一直保存至今，诗歌的内容、体裁、语言、节

奏、韵律等等，同样可以作为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重要对象与依据。



乐器和乐器分类法：周代的乐器见于记载的
已有70种左右。根据制作材质的不同，将乐器分
为八类，称之为“八音分类法”

八音分类法：

金、木、土、石、丝、竹、匏[páo]、革

乐律理论：

伶伦作律，三分损益法，三分损益十二律。



二、歌舞伎乐时代
1、秦汉音乐

 乐府

 乐府音乐

 歌舞百戏

 相和歌

 鼓吹乐



乐府
 概述：秦时，宫廷中就设有音乐机构“乐府”集六国
之乐于咸阳宫。秦亡后，汉袭秦制。乐府机构亦延
承下来。

 主要职能：汉代的乐府作为宫廷音乐机构，其主要
职能是制乐以为宫廷活动服务，汉乐府的任务有相
当一部分，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赋制配成曲，编
演歌舞于宫廷演出。当时汉乐府广泛吸收各地音乐
甚至少数民族和外域音乐，并且还设立了相应的采
风制度，这也是乐府最有意义的工作。



歌舞百戏

 百戏是歌舞杂乐、角抵、杂技、幻术等多种表演形式的总称。百戏

在先秦时期，就已有多种表演形式。

 汉代百戏的演出活动可以说是载歌载舞，这些在今存汉画像石上有

较集中的反映，百戏音乐的歌舞表演，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

 汉代在长安、洛阳这类大都市中，百戏可谓风靡一时，有不少专演

百戏的娱乐场所。

 百戏中的歌舞杂戏音乐和化装表演的艺术活动也对后世传统戏曲艺

术的形成，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相和歌
 相和歌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代，作为北方民间谣曲。相和歌与先秦

以“相”为节奏乐器的乐歌形式，有着前承的关系。

 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舞蹈相结合，成为一种有器乐、歌唱与

舞蹈相配合的大型演出形式，被称为 大曲 或称 相和大曲 ，它是最能

反映当时艺术的水平。后来它又脱离歌舞，成为纯器乐合奏曲，称作

但曲. 大曲 或 但曲 是相和歌的高级形式，其结构比较复杂，典型的曲

式结构是由 艳——曲——乱或趋 三部分组成。 艳 是序曲或引子，在

曲前，多为器乐演奏，有的也可歌唱，音乐可能是委婉而抒情的，故

称为 艳.它可以是个唱段，如《艳歌何尝行》；也可以是个器乐段，如

《陌上桑》。



鼓吹乐
 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汉族传统音乐，

在中国音乐史上曾形成为重要的乐种。其初常用鼓、角、箫（排箫）、

笳等乐器，曲目中亦常有歌词，可供歌唱。鼓吹乐作为历史乐种，特

指汉魏以来，宫廷、军府、官府中与仪仗、军旅、宴飨有关，并见于

乐府或太常等机构编制的乐种。

 广义的“鼓吹”，见于明代的专业鼓吹行。宋、元以后，由于历史

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鼓吹乐的合奏形式渐在汉族民间发展；明、

清虽仍有官府设置，其乐器编制与应用场合早已迭经演化；汉族民间

的诸种流派经过职业、半职业艺人或寺院艺僧的创新，虽或沿用鼓吹

之名，也已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近世各类新兴乐种。



2、魏晋南北朝音乐

概述

音乐思想

清商乐

古琴音乐



概述

 公元４世纪，西晋灭亡，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但北方仍处于十

六国频繁战争的局面。

 随着国家政治中心南移，北方音乐文化也随之流入江南。并把汉、

魏以来的相和歌、相和大曲与江南民间音乐相结合，由此而产生了一

种新的音乐风格与形式――“清商乐”

 清商乐是南方音乐和北方音乐的总称，但主要成份已是南方民间音

乐。



音乐思想

 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思想在扬弃先秦两汉伦理实用音乐

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倡表现、偏心理、重主体的

情感愉悦型的新的音乐思想体系。中国古典美学偏于抒

情和表现的总体特征。正是在此时期获得了基本确立。



清商乐
 清商乐，简称“清乐”。它是在南方民歌“吴声”、“西曲”的基

础上，继承了相和歌的传统发展起来的新乐种。“吴声”是流行于江

浙地区的民歌，“西曲”是流行于湖北荆楚地区的民歌。

 清商乐中采用的“吴声”、“西曲”，多为五言四句一曲，比较齐

整。也有少数歌词是由长短句构成的

 清商三调 分别为 清、平、瑟三调



古琴音乐

 魏晋南北朝：出现一批向往超世隐逸思想的文人琴家，如魏晋

时期的阮籍、嵇康、左思，南北朝时代的戴喁、宗炳、柳恽和柳

谐。其他著名琴家有魏晋的蔡琰（文姬）、阮咸、刘琨。著名琴

曲有《广陵散》、《酒狂》、《梅花三弄》、《乌夜啼》及现存

最早的文字谱《碣石调幽兰》（南朝梁丘明所传）。重要琴论专

著有嵇康的《琴赋》、谢庄的《琴论》、麴瞻的《琴声律图》、

陈仲儒的《琴用指法》。



3.隋唐五代音乐

概述：隋唐时期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经
济繁荣，为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
统治者在文化上思想较为开放，广泛吸收外来
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
展高峰。



宫廷音乐

 隋“七部乐”、“九部乐”：隋朝用国名和地名作为宫廷燕乐乐部
的名称。随“七部乐”、“九部乐”的建立，为隋唐燕乐的高度繁
荣奠定了基础。

 唐“九部乐”、“十部乐”：唐代宫廷燕乐的乐部名称。唐代沿袭
隋代旧制。“九部乐”、“十部乐”是唐朝宫廷燕乐的第一阶段。

“坐部伎”和“立部伎”是唐朝宫廷燕乐发展的第二阶段。



音乐机构和音乐制度

 太常寺：是我国封建社会掌管礼乐最高行政机关。

 大乐署：唐代隶属于太常寺的音乐机构。

 鼓吹署：卤簿与军乐的官署。

 教坊：宫廷管辖的音乐机构，分内教坊和左右教坊共5处。是

宫中训练、培养乐工的场所。

 梨园：唐玄宗在内廷设立的音乐机构，专习法曲、专搞器乐的

组织。

 乐籍制度：将犯法者家属没入乐籍成为专业乐人的一种制度。

 养伎制度：养“女乐”



音乐形式与作品

燕乐大曲：又称唐代大曲，综合器乐、歌唱和
舞蹈的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歌舞音乐。

《霓裳羽衣曲》：唐代最为著名的大曲作品。

健舞 软舞音乐、法曲、声诗、《阳关三叠》

曲子：隋唐时期新兴的艺术歌曲。

变文、古琴音乐、《梅花三弄》、《离骚》

琵琶音乐



西域乐器

琵琶、箜篌、筚篥、羌笛、胡笳、芦管、

记谱法

减字谱、管色谱、弦索谱、律吕字谱

龟兹谱、旋宫转调、六十调、八十四调

五旦七调、二十八调



音乐思想和音乐理论著作

唐太宗的音乐思想：高度重视音乐本地美感作
用，他的思想对唐代开放性音乐文化政策的建
立，无疑具有一种开创性的意义。

《乐书要录》、《教坊记》、《羯鼓录》

《乐府杂录》、《太乐令壁记》、
《通典·乐典》

音乐家：万宝常、祖孝孙、李隆基、张文收、
永新、念奴、张红红、段善本、雷海青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和亚洲邻国有着广泛的音乐文
化交流。

主要有日本、高丽、天竺、缅甸等国，使者往
来，不绝于途。



三、民间音乐时代

1、宋辽金元音乐

概述：中国封建社会由此进入后期阶段。歌舞伎乐形态转型为民间音乐形态。

文人音乐：词乐、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姜夔自度曲》、《杏花天影》、

琴乐、琴曲、《潇湘水云》、

说唱音乐：琴歌、鼓子词、唱赚、诸宫调、唱赚、诸宫调、货郎儿、陶真、涯词、

杂剧和南戏：杂剧是一种有歌唱、动作、化装的舞台作品。南戏也叫戏文，最初产

生于浙江温州一带，又叫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散曲音乐：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个部分，前者是戏曲形式，后者是古代的艺术歌

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

乐律理论和音乐理论著作：蔡元定十八律、《陈旸乐书》、《碧鸡漫志》、《琴

史》、《唐会要·乐类》、《事林广记》、《唱论》



2、明清音乐

概述：明清时期是我国民间音乐的重要延续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

的音乐一直影响到20世纪开始的专业音乐创作时代。

民间歌曲：尚未有“民歌”的称谓，一般叫做“小曲”或“小唱”。

《山门六喜》、蒲松龄俚曲

民间歌舞：不同于歌舞伎乐，是一种边歌边舞的小型歌舞。例如：

木卡姆、囊玛、堆谐、纳西族音乐

说唱音乐：弹词、鼓词、西河大鼓、山东大鼓、京韵大鼓、牌子曲、

道情、琴书

戏曲音乐：四大声腔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乱弹、

梆子腔、皮簧腔、

民族器乐：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十番鼓、十番鼓罗、古琴音乐、

浙派徐门、虞山派、广陵派、琴曲、平沙落雁、

琵琶音乐、李近楼、汤应曾、《十面埋伏》



乐律理论和戏曲理论：朱载堉《乐律全书》、《嘉量算经》、

《吕律正论》、《瑟谱》

新法密律：即十二等程律。

曲谱和记谱法：《神奇秘谱》、《风宣玄品》、《琵琶谱》

工尺谱

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明清时期，中国和欧洲有了初步的双向性文

化对话与交流，这一时期，自中亚、西亚一带传入的两种乐器—

—唢呐和扬琴，对于中国器乐艺术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西方

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导致中国音乐形态再一次发生性质上的重大

变化，近代中国音乐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