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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戴莉亚·施哈塔

文化中的 文 化？美 索 不 达 米 亚 音 乐 中 多

文化现象考察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整

个地区开始居住着数个不同的民族。最主要的

民族有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后来其他的民族，

包括伊勒姆人，胡里安人，阿摩利人等也很快跟

进，他们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文化大熔炉。这些民

族大多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音乐传统，而这直接

导致了外来音乐实践的交流和兼收并蓄。

现在，无论是音乐或音乐实践方面，我们都

可以通过图像和文本证据追溯音乐传入的过程。

尤其是通过文本证据，我们可以获得数种乐器和

歌曲名称的信息，因为它们直接联系到某个外来

的地名、地区或特定的城市名称。此外，还看到

音乐家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旅行的踪

迹，他们与邻国的音乐家交流音乐知识。

除了通过重要考古实例来讨论这一现象，

我演讲的最后 将 讨 论 一 下 方 法 论。考 虑 到 音

乐研究中的互换性，我的讨论将涉及到现代调

查方法，和对整个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进一步认

识。在我的演讲中，我将针对现象，为与会者

展示多方面的考古资源，而这些现象可能都是

由于音乐中文化多元性造成的。
［中国］方建军

发声器、前乐器、乐器与音乐考古学研究

众所习知，音乐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乐器，但对于音 乐 考 古 学 家 而 言，乐 器 的 概 念

则较为 宽 泛。其 实，乐 器 只 是 发 声 器 的 一 部

分。总的看来，发声器可以分为两个类别：（１）

今天容易辨识的乐器；（２）今 天 不 易 确 认 其 音

乐功能和用途的发声器，如形似哨、笛、鼓等的

人工制品，日常 生 产 生 活 工 具，以 及 一 些 仪 式

用品或装饰品。

我考虑将发声器分为三种类型。Ａ型：包
括前乐 器、非 前 乐 器；Ｂ型：玩 具 乐 器。Ｃ型：

包括乐器、明器乐器。本文将对从发声器中辨

识乐器的方法加以讨论。
［美国］萨 拉·Ｂ．巴 伯／［美 国］盖 伊·大

卫·赫普

墨西哥瓦哈卡海岸的古代管乐器：音乐的

考古语境与社会语境

如果书面记录有限或不可用，古代音乐的

社会背景是非 常 难 以 理 解 的。这 就 是 位 于 太

平洋海岸墨西哥瓦哈卡州 的 低 地 里 奥 贝 尔 德

流域的情况。在公元５００年以前，这里没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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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直到公元１０００年以后，才在六个古抄本中

发现星星点点关于音乐的书面讨论。然而，考
古发掘发现，在公元前４００年初，这里就已 经

有陶制和骨制古管乐器存在了。然而，对这些

乐器的生产、使用和丢弃过程进行解释却是非

常复杂的，因为书面材料记录和考古实物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距，而且这些古抄本的记

录者与考古发现的乐器的 使 用 者 之 间 存 在 着

民族和社会地 位 的 极 大 差 距。古 抄 本 是 由 讲

米斯克语的社会精英所撰写的，记录了王朝的

历史和家谱。而大多数考古发现的乐器，则是

讲查提诺语的平民家庭或仪式使用的废弃物。
因此，虽然古抄本对于了解前哥伦布时期本地

音乐来说是宝贵的资源，其他的证据也是必不

可少的。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先前未报道的

乐器考古发现，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４００年至

公元２５０年 之 间。我 们 结 合 考 古 人 类 学 和 人

种历史学及图像学的方法，初步考察古代瓦哈

卡沿海音乐的社会意义，并发现仪式在音乐表

演和观众形成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土耳其］泽伊内普·海尔瓦哲

小亚细亚双管乐器的故事：历史与现状

众所周知，小亚细亚的双管乐器至少在公

元前１０００年就已经存在了。根据图像研究和

书面证据，双管乐器在希提人的典礼和仪式中

起到重要的作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也是

弗里吉亚音乐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这 种 乐

器后来称 为“奥 洛 斯 管”（ａｕｌｏｓ），这 是 按 照 古

希腊文命名的。对 于 双 管 乐 器 在 罗 马 时 代 的

发展，目前少有探讨。但是，从那时起，类似的

乐器一直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使用，目前在现代

土耳其各地区仍在演奏，只是叫法各不相同。
本文的目的是探寻古双管乐器在整个小亚

细亚的发 展 历 史，甚 至 包 括 当 今 的 使 用 情 况。
乐器的发展既包括了乐器制造和演奏技巧的发

展，也包括了其功能和文化层面的演进。由于

研究主题的需要，本文也讨论了音乐考古学的

一些重要研究方法，如民族志类比法。
［瑞典］卡伊萨·Ｓ．伦德

斯堪的纳维 亚 半 岛 史 前 时 代 的 疑 似 打 击

乐器：质疑与难题，理论与数据

本文将侧重 于 斯 堪 的 纳 维 亚 半 岛 的 史 前

史，大约涵盖１２，０００年的历史（或３６０代人的

历史），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较短的时期。
我们关于斯堪的 纳 维 亚 半 岛 史 前 人 所 发 出 的

声音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对乐器和其他声音产

生 工 具 的 考 古 发 现，包 括 完 整 文 物 或 文 物 碎

片。我把这些文物分为两种：一类是确认的乐

器 或 发 声 工 具，另 一 类 是 可 能 用 于 发 声 的 工

具，但其发声功 能 可 能 是 其 主 要 或 次 要 功 能。
在 本 文 中 我 将 介 绍 和 讨 论 疑 似 的 打 击 乐 器。
一个有 趣 的 例 子 是 在 瑞 典 西 部Ｆｒｓｌｕｎｄａ发

现的１７个青铜 盾 状 物，约 形 成 于 青 铜 时 代 晚

期。其直径大约６０－７０厘米，非常薄，大约在

０．３－０．５毫米。它们的几个特点使我们排除

了它们是用 于 防 御 目 的 的 盾 牌 的 可 能。一 种

假设是这些盾状 物 可 能 在 仪 式 中 用 于 发 出 声

音，我将对此进行具体论述。此外，还将讨论

斯堪的纳维亚 响 石。这 些 响 铃 石 是 自 然 形 成

的石块或石板，敲 击 时 能 发 出 金 属 声 音，并 有

证据证明史前人类将之作为打击乐器使用。
［中国］郭树群／［中国］孔维锋

中国古代 量 音 技 术 索 隐———对 中 国 音 乐

考古学史一个基础理论概念的思考

中国古代量音技术实践渊源久远，远古时

代 的 舞 阳 贾 湖 骨 笛，其 后 曾 侯 乙 墓 出 土 的 均

钟，见证着这一技术的历史存在。中国古代量

音技术的音高标的物是长度；其基本音高规范

是自然谐音列；其基本工具是量音器。上古经

验性量音技术的 基 本 内 容 是 对 谐 音 音 频 的 把

握。谐音列相邻 两 音 间 自 然 真 数 的 等 差 序 列

特征，成为经验性量音技术得以实现的基础条

件。这种经验性 的 量 音 技 术 对 后 世 应 用 律 学

体系的影响是 琴 律、钟 律 和 笛 律；以 及 以 等 差

观念影响到 的 理 论 律 学 调 律 方 法。中 国 律 学

史上主要的调律器有均钟、京房准、荀勖笛律、
梁武帝“四通”、陈仲儒准、王朴律准、朱载堉弦

准。中国古代量 音 技 术 的 重 要 历 史 文 献 见 于

《管子·地员篇》、《淮南子·汜论训》、蔡邕《月

令章句》、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以
及崔尊度、沈括、陈旸、朱长文、徐理等宋代琴

学理论。对于中 国 古 代 量 音 技 术 展 开 研 究 的

中国当代音乐 学 人 主 要 有 赵 宋 光、黄 翔 鹏、以

及孙克仁、应有勤、陈其射、孔义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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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拉尔斯·克里斯蒂安·考赫

作为地位象征和研究对象的弦乐器：印度

王公索林度·莫罕·泰戈尔爵士的案例研究

自１９世纪下半叶，印度王公索 林 度·莫

罕·泰戈尔爵士作为音乐学家，致力于印度音

乐和音乐史的 研 究。他 的 研 究 目 标 是 使 印 度

音乐与西方音 乐 具 有 同 一 的 学 术 高 度。他 用

西方记谱法记录印度音乐，并收集了西方学者

研究印度音乐的所有论文，研究了印度音乐的

不同层面，并将 研 究 成 果 通 过３０多 本 专 著 发

表出来。
为了证明印度音乐的价值，泰戈尔王公收

藏 了 所 有 的 印 度 乐 器，其 中 既 包 括 标 准 的 乐

器，也包括纯粹 的 装 饰 性 乐 器 或 者 古 乐 器，还

包括为音乐学 研 究 制 作 的 乐 器。他 把 所 有 这

些乐器带到世界多处博物馆展出，包括柏林民

族学博物馆。
这些收藏品 中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从 来 没 有 被

演奏过，或再没 有 按 照 这 种 形 制 制 造 过，但 它

们流传了下来，并 在２０世 纪 主 导 了 西 方 对 印

度音乐的认识。
［中国香港］杨元铮

黄金时代古琴的类型学分析

东亚音乐文化中的乐器学与其他文化中乐

器学的不同在于，它对琴筝类乐器赋予极高的

地位。因其历史悠久，中国的古琴从唐朝（６１８
－９０７年）起，一直发展 到 今 天。然 而，这 些 音

乐文物，虽然可能比斯特拉迪瓦里早了一千年，
但目前对它的研究，还仅限于其外部特征，如木

材的选择，漆的性质，以及表面断纹的模式。这

种直接影响音质的内部结构设计的古琴充满了

神秘色彩。史密森学会的一项研究，将计算机

辅助断层扫描技术应用于音乐考古，对古琴进

行了数千次断层扫描。利用这些扫描图像，可

以重建原件的三维图像。将这一技术用于不同

时代的古琴样本，将建立一个历史乐器数字数

据库，这不仅可以将这些宝贵文物的现状保存

下来，而且可以对过去一千五百年以来制琴技

术的演变进行系统化的梳理研究。本文着重以

保存在弗利尔美术馆（Ｆ１９１５．１００）的古琴为例，
展示如何通过断层扫描进行类型学分析。

［挪威］吉尔穆德·科尔特韦特

传统：介于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音乐考古学

本文基于音乐考古史料，将在广泛意义上

研究和探讨有关传统的一些问题。比如骨笛，
既是有限的地域 范 围 和 历 史 范 畴 的 乐 器 制 造

和音乐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跨越几千年历

史的传统。一个 具 有 对 比 性 的 例 子 是 犹 太 人

的竖琴在欧洲 的 发 展 情 况，它 在１２世 纪 出 现

后迅速发展。要了解它的普及，我们应当更多

地关注其创新 而 非 传 统。这 种 乐 器 在 整 个 欧

洲都很流行。在 斯 堪 的 纳 维 亚 半 岛 这 两 种 乐

器都作为传统乐器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
一些现代乐器是基于悠久文化的传承，而

另一些则是新的，甚至是“发明”的。有时这些

乐器是根据 考 古 学 发 现 和 数 据 重 构 的。音 乐

考古学家的作用，是对那些旨在重现古乐氛围

的现代音乐阐释进行分析评价。同时，它们往

往成为这类现代音乐实践的核心部分，以保证

古乐重现的“真实性”。音 乐 考 古 学 家 如 何 才

能游走于现代音乐实践和传统之间？

［芬兰］丽塔·雷尼奥

权力、魔力和 铃：芬 兰 铁 器 时 代 中 晚 期 考

古发现的语境分析

数百计铃、响铃及铃状垂饰的出土，证明芬

兰铁器时代中晚期（公元６００－１２００）是一个“铃
儿响叮当”的时代。在本文中，我将试图探讨这

种声音的意义――以证明为什么铃在当时如此

受欢迎或有用。我论证的前提是基于：铁器时

代的研究结果，作为一个整体，将提供研究古代

思想模式的机会。土墓、冢、公墓、储物处及住

所遗址等发掘出的文物，都可以形成关联性的

集合、规划和结构，而通过民族志类比，其含义

是可以解释的。以一百多份研究报告为基础，
可以证明在当时，这些铃、响铃及铃状垂饰原本

是挂在衣 服 和 马 鞍 上，或 用 袋 和 箱 子 携 带 的。
所产生的声音也可能用于构建社会等级制度，
因为这些乐器往往只出现在有大量陪葬品的坟

墓里———含 有 贵 金 属 和 外 来 器 物 的 坟 墓。此

外，这类乐器通常会出现在十字架，微缩武器或

兽形垂饰上，而在后来的芬兰卡累利阿文化中，
这都被视为是神奇的护身符。在铁器时代以及

后来的民俗文化中，铃声似乎都表达着社会等

级，宇宙理念或领土边界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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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阿德·阿德加·博特

墨西哥特奥蒂瓦坎的音乐、声音和文化

在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约公元前１５０年

～公元５５０／７００年）考 古 发 现 中，与 音 乐 相 关

的发现主要有陶笛、口哨，哨罐，海螺号，陶制

管状号，和骨锉等。另外，绘有乐器、音乐表演

者和声音的各种壁画也被保存了下来，为我们

提供了关于特奥蒂瓦坎的 音 乐 和 乐 音 在 社 会

文化意义和功能方面的信息。但是，到目前为

止，这些发现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音乐考古学分

析。２００８年，一项以保存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ＡＳＵ）研 究 实 验 室 和“Ｃｅｒａｍｏｔｅｃａ”的 文 物 为

基础的音乐相 关 调 查 在 特 奥 蒂 瓦 坎 进 行。所

有记录在案的乐器（基本上以“特 奥 蒂 瓦 坎 测

绘项目”和最近的发掘为基础）和 壁 画 都 进 行

了分类，然后生 成 分 布 图，揭 示 了 特 奥 蒂 瓦 坎

文化中音乐和 声 音 的 更 详 细 的 风 貌。本 文 将

展示目前所做研究的初步成果。
［荷兰］安奈米斯·Ｊ．Ｂ．Ｍ．坦博尔

世界最古老 的 风 笛 和 最 近 自 荷 兰 发 现 的

风笛

大约一百年前，在荷兰布莱亚的特普土堆

发现了 一 个 木 制 管 笛，当 时 被 命 名 为“木 制

管”。２００６年，在我所 称 之 为《初 步 报 告，或 进

行中的工作》的报告中，我提出，这个发现无疑

是一个 风 笛 的 笛 管。现 在，随 着 新 数 据 的 出

现，很可能可以断定，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残存

的、最古老的风笛遗件。
大约在五十年前，根据现在无法验证的旧

数据，以及 其 风 格 特 征（因 其“Ｋｅｒｂｓｃｈｎｉｔｔ”纹

饰），将这一文 物 的 定 位 在 公 元８至１０世 纪。
现在，我希望在 进 行 碳 十 四 测 定 后，能 确 认 它

的年代。这将是个壮举，因为据我所知，没有

其它已知的风笛可以不容 置 疑 地 追 溯 到 公 元

８至１０世 纪。另 一 个 壮 举，是 由 比 利 时 风 笛

制造商雷米·杜波依斯测量的新数据：他发现

布莱亚笛管不是圆柱体，而是圆锥体的。让·
皮埃尔·凡·希斯正在进行一项研究，以证明

这一文物是乐器的可能性，以及其对欧洲风笛

史的意义。他还 将 演 奏 以 考 古 新 发 现 重 构 的

布莱亚乐器。
另外一项值 得 关 注 的 发 现 是 近 年 在 荷 兰

发现的风笛。这是一个风笛的笛管部件，发现

于乌 得 勒 支 的 回 廊 建 筑 里，与 另 外 一 个 于

１６３４年沉没于瑜尔弗斯比尔北德惠苏姆海 岸

附 近 的 荷 兰 沉 船 上 发 现 的 笛 管 有 相 似 之 处。
出人意料的是，乌得勒支发现的文物要早约两

个世纪：其 年 代 大 约 在１４５０年。这 对 于 欧 洲

中世纪风笛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非凡意义。
［比利时］让·皮埃尔·凡·希斯

在荷兰考古 发 现 的 风 笛 部 件 对 欧 洲 风 笛

史的重要意义

近来在荷兰 发 现 的 风 笛 部 件 对 于 研 究 风

笛家族乐器在中 世 纪 早 期 和 晚 期 的 历 史 具 有

重大意义。出乎人们预料，现存最古老的风笛

部件，并非像最早文献中所提及的那样发现于

地中海。这次发现的有孔圆锥体笛管，似乎应

该配有双 簧 片 而 非 单 簧 片———明 显 与 现 有 关

于风笛早期 阶 段 的 认 识 相 背。在 我 研 究 风 笛

特定演奏技巧历史的过程中，采用布莱亚风笛

进行乐器复制将会成为一个关键时刻。
乌得勒支发现的风笛笛管是圆柱体，具有

窄孔，其年代大约在公元１４５０年，这一发现改

变了我们对带有 双 簧 片 和 窄 圆 柱 形 孔 风 笛 发

展崛起的理解，后者形成于１６世纪。乌得 勒

支风笛是著名的法国穆塞特小风笛（这类风笛

具有典型“ｍｏｎｏｘｙｌｅ”低音结构）和英国诺森伯

兰“小管”的最早鼻 祖。虽 然 这 种 风 笛 类 型 在

欧洲中部和东北 西 部 的 无 数 图 像 学 资 源 中 屡

见不鲜，但乌得勒支和瑜 尔 弗 斯 比 尔（北 德 惠

苏姆）的例子，是 欧 洲这 一 地 区 风 笛 唯 一 现 存

的实例，这类风笛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

期盛极一时，具有甜美的声音。由比利时风笛

制造商雷米·杜 波依 斯 根 据 以 上 文 物 重 制 的

两件乐器，将向我们展示它们美妙的声音。
［中国］李玫

天水放马滩秦简《律书》———意外的惊喜

《吕氏春秋》（约成书于前２３９年）和《淮南

子》（约成书于前１４０年）是两部重要的乐律学

文献。它们记录 了 先 秦 至 汉 的 十 二 音 计 算 方

法和知识。前者只有生律方法而无具体数据，
后 者 延 续 这 个 方 法 并 计 算 了 十 二 音 的 数 据。
然而这些数 据 于 生 律 方 法 不 尽 相 符。通 过 分

析，可以解释《淮南子》中 所 呈 现 的 这 个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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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符合书 中 所 阐 释 的 哲 学 观。过 去 我 们

认为在自先秦以来浩繁的乐律学文献中，这组

数据是个 孤 例，１９８５年 发 现 的 天 水 放 马 滩 秦

简（于前２３９年随葬），则不仅为淮南律数提供

了更早的源头，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拥有的

乐律学认识。
［中国］邵晓洁

出土楚公逆编钟的音乐学研究

楚公逆钟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重要楚青

铜器之一。早在宋代，湖北嘉鱼太平湖就出土

过一件楚公逆钟，但实物已佚，仅存铭辞拓片。

２０世纪末，考古人员在山西晋侯墓地发掘出土

了８件成组的楚公逆编钟。这组编钟是迄今为

止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楚编钟。２００７年

６月２５日至３０日，笔者与王子初研究员等在晋

侯墓地的主要发掘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刘绪教授的带领下，一同远赴山西实地

考察和检测了晋侯墓地出土的所有乐器，其中，
对楚公逆 编 钟 进 行 了 全 面 测 音、测 量 和 记 录。
本文即是以科学测定的数据为依据，对这套编

钟的组合形式、音乐性能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

的较为全面的分析与研究。
［法国］让·卢普·林格

史前气鸣乐器：是笛还是管？

在比利牛斯 山 脉 和 东 欧 出 土 了 几 件 带 有

音孔的史前鸟 类 的 骨 骼 和 象 牙 管 的 文 物。这

些管通常被称为“笛”，但这些文物几乎没有一

个是完整的。而且，它们都不具备作为笛类乐

器必不可少的 部 分：唇 片，以 及 在 笛 管 内 部 引

导气流流动的边棱。
这些管可以像盖纳笛一样侧吹，但是这种

演奏方式相当困难，而且并非在演奏任何音乐

时都 适 用。２００８年 在 霍 赫 勒·费 尔 斯 洞 穴

（德国西南部）发现的管几乎是完整的，并可能

有助于找到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这 个 气 鸣 乐 器

有四个完整的孔和一个不完整的孔，而且一端

末尾有一个长 的 倒 棱。这 个 倒 棱 看 起 来 像 单

簧管的末端，表明这里应该安置一片哨片。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中部不出产竹子

或芦苇，但是用桦树皮也可以制作出很好的哨

片，这已经通过实验验证过。我们用同一类型

的骨（秃鹫桡骨）制 作 了 这 个 气 鸣 乐 器。这 个

仿制的管声音响亮而和谐，而且容易演奏。通

过调整桦树皮哨 片 的 大 小 和 厚 度 可 以 对 它 进

行调音。
［斯洛文尼亚］斯凡尼伯·派坦／［斯洛文

尼亚］柳本·狄姆卡洛斯基

再看旧石器时代的迪维·巴贝骨笛

１９９５年考古学家伊凡·特克在斯洛文尼

亚的旧石器时代洞穴迪维·巴 贝 发 现 了 有 孔

的幼熊腿骨，此后几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

究人员开始努力研究其可能的音乐意义，并撰

写了著作。近几年来，关于其是否具有乐器的

性质，研究 观 点 是 众 说 纷 纭（如 Ｏｍｅｒｚｅｌ　Ｔｅｒ－
ｌｅｐ　１９９８，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Ｎｏｗｅｌｌ　１９９８，Ｋｕｎｅｊ　ａｎｄ
Ｔｕｒｋ　２０００，Ｄ＇Ｅｒｒｉｃ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Ｈｏｒｕｓｉｔｚｋｙ
２００３，Ｍｏｒｌｅｙ　２００６），而 后这 一 问 题 在 学 术 圈

和媒体的关注中逐渐淡出。

２００９年，音 乐 家 兼 乐 器 制 造 商 柳 本·狄

姆卡洛斯基重新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使迪维·
巴贝“笛”再次进入 人 们 的 视 线。这 一 研 究 得

到了考古学家伊凡·特 克 和 民 族 音 乐 学 者 斯

凡尼伯·派坦的协助，其研究成果于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在卢布尔雅那国立博物馆的特别活动中

公布。本文公布了新的证据，包括实验及前人

（匿名）学者提出的演奏方法；本文试图在某种

程度上寻求答案，为这个十年前热议的学术辩

论略尽绵薄之力。
［波兰］多罗塔·波普拉夫斯卡

波兰出土的中世纪弦乐器

波兰共和国领土上发现了六个弦鸣乐器，
有三个北部里拉琴（两 个 在 奥 波 莱 市，一 个 在

格但斯克———“渔 民 的 定 居 地”），两 个 小 提 琴

（一个在依布拉格的渔 民 定 居 地，另 一 个 在 普

沃茨克市）和一个吉特恩琴（依布拉格市）。这

些乐器中最早 的 大 约 制 作 于 公 元１０世 纪，最

迟的大约制作于公元１６世纪上半叶。在波兰

和欧洲中世纪的 图 像 志 资 料 中 也 存 在 这 些 乐

器的一些例子。
每件乐器 都 得 到 较 好 的 修 复。这 使 我 们

可以认真研 究 并 描 述 这 些 文 物。这 些 弦 乐 器

的琴身都是从整片木材（不同类 型 的 木 材）中

雕出。平坦 的 琴 腹 是 抛 光 的 云 杉 或 松 木。其

中三件乐器（两部里拉琴和一部 吉 特 恩 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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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适度的装 饰。最 老 的 一 部 里 拉 琴 还 发 现

了马毛做的琴 弦 碎 片。这 些 里 拉 琴 有 两 至 五

根琴弦，小提琴 有 三 至 四 根 琴 弦，而 吉 特 恩 琴

有八根琴弦。琴弦的固定方式各不相同。
除吉特恩琴 是 在 依 布 拉 格 富 有 的 市 民 家

庭发现（出土）的以外，其余的弦乐器都是从波

兰朴实的农民聚居地 发 现（出 土）的。通 过 琴

身上的某些痕迹来看，其中有五件乐器可能仍

在使用中。
［日本］荒山千惠

日本出土的弦乐器：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

弦乐器面面观

在日本列岛，有超过１００多件弥生时代（约
公元前５世纪至公元３世纪）和古坟时代（约公

元３世纪至公元６世纪）的弦乐器出土。由于

参考文献和历史文献的描述非常稀少，这些考

古发现对于日本弥生和古坟文化时期的乐器发

展和文化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和材料分析，介绍了弥

生时代和古坟 时 代 弦 乐 器 的 某 些 方 面。文 章

按照时间顺序对弦乐器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

以下要点：

１）弦乐器特性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２）类型的过渡：共同点和不同点；

３）形制特征和构造工艺的区域特征。

②　校订者注：中国历史学界对于汉朝的时间界定与作者有所出入，国内历史学界认为西汉开始于公元前２０２年，一直持续至公

元９年；东汉始于公元２５年，至公元２２０年灭亡。

［俄罗斯］维罗妮卡·美施克里斯／［俄罗

斯］弗拉基米尔·Ａ．马莫诺夫

中国唐代与中亚邻国音乐文化的相互作用

发生在丝绸 之 路 上 的 中 国 多 元 民 族 文 化

的融合是世界 上 独 一 无 二 的 艺 术 现 象。中 国

东西部墓碑研究：Ｃｈａｎｇ－ｔｅ－ｆｕ（张德富？）和

美秀博物馆展品。
通过与中亚音乐考古文物的对比，研究中

国浮雕的研究方法。
这些浮雕的主要风格特点是：多人物的细

致刻画，人物重 复 动 作 的 静 态 和 动 态 活 动，以

及传统场面的规约性。
中亚地区音 乐 文 化 对 中 国 的 反 向 影 响 是

未来研究者值 得 关 注 的 问 题。如 在 阿 夫 拉 夏

卜的壁画实例中有这样一个主题，外国来使由

演奏弦乐 器———可 能 是 中 国 琵 琶 和 另 一 种 拨

弦弦乐器（琴）的女 乐 官 所 陪 伴。这 种 文 化 迁

徙的影响在 远 东 的 片 治 肯 特（Ｐａｎｊｉｋｅｎｔ）尤 为

明显：一方面描 画 了 中 国 女 乐 官，另 一 边 是 不

常见的“形声字”作 为 当 地 女 神 的 特 征。该 乐

器是一个框架形器具，中间用中国特有的方式

悬挂着一个小铃。
音乐考古学的数据为我们了解古代中国和

中亚的文化艺术交融现象提供了稳定的基石。
［中国］王子初

粗陋的珍 宝———江 苏 常 熟 博 物 馆 所 藏 完

颜璹编钟辨伪

江苏省常熟博物馆所藏３件编镈，据其铭

文为元代儒学完颜璹所铸。研究表明，所谓完

颜璹编镈、包括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平江路儒学

中 吕 钟 和 嘉 定 儒 学 钟，均 可 能 为 清 人 所 作 伪

器。这些乐器所作的时间、地域，乃至作伪的

人群相去不会太远；不过，它们虽是伪器，但不

是“伪文物”；因为对 于 今 天 来 说，它 们 仍 然 不

失为一批有着较深历史底蕴的清代文化遗物，
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美国］英格丽·弗尼斯

和林格尔县的宴会和“娱乐”场面：再现北

部边境地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

宴会、音乐和“宴 饮 百 戏”在 整 个 汉 朝（公

元前２０６至公元２２０年）② 在东汉墓葬中屡见

不鲜。因此，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公元

２世 纪 的 一 个 高 级 军 官 彩 绘 墓 中 发 现 这 些 主

题并不奇怪。公元１世纪，汉朝的军事力量已

经 延 伸 到 该 地 区，当 时 这 里 居 住 的 是 外 族 民

族，特别是乌桓族。这些民族的居民在汉朝军

官的监管之下，不 仅 成 为 汉 朝 的 亲 密 盟 友，而

且到公元２世 纪 的 时候 已 经 成 为 汉 朝 边 境 忠

诚的保卫者。
鉴于汉朝与 乌 桓 之 间 密 切 的 政 治 和 军 事

关系，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文化

交流。然而，通过对和林格尔墓壁画的细致研

究，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以墓中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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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宴会和“宴饮百戏”作为研究中心，我的论

文将探讨以下问题：与中原和江南地区同时代

的汉墓相比，壁画中进行相同活动时的主题有

何异同；在与北 部 边 境 地 区 交 流 过 程 中，宴 会

和娱乐对于维系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有何意义？

通过审视一名汉族官员如 何 通 过 其 墓 葬 文 化

体现其文化认同，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汉人在

边境地区如何适应非汉族文化。
［中国］王友华

先秦乐悬中镈的编列分析

青铜乐钟的 编 列 是 讨 论 先 秦 乐 悬 无 法 绕

开的话题。本文 对 出 土 先 秦 镈 的 编 列 进 行 了

系统的分析，并 将 其 演 进 历 程 分 三 个 阶 段：西

周后期和春秋 早 期、春 秋 中 期、春 秋 晚 期 和 战

国时期。西周后期和春秋早期，镈的编列常制

为３件；春秋中期，镈的编列常制扩大为４件；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４件组编列常制依然存

在，但编列的多 样 化 趋 势 明 显，除４件 组 编 列

外，还有９件、８件、６件和５件等编列形式，其
中，中原地区 的 编 列 形 式 主 要 为４件、８件 以

及９件。５件、６件 等 编 列 形 式 主 要 存 在 于 东

部沿海的齐、吴越等地。
［中国］王清雷

长安马王村编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

１９７３年５月，陕 西 省 长 安 县 马 王 村 西 周

铜器窖藏出土了一套编钟，共计１０件，原断代

为西周中期。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音乐文

物大系·陕西卷》详细介绍了这套编钟的相关

资料。２００５年，笔 者 在 撰 写 博 士 论 文 的 过 程

中，通过对其测 音 数 据 分 析 后 发 现，其 学 术 价

值非同一般。但是多年以来，这套编钟一直处

于被音乐学者 遗 忘 的 角 落。本 文 运 用 音 乐 考

古学、器形学、音乐声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这

套编钟作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与研究。
［中国］孙晓辉

迦陵频伽的音乐属性阐释

迦陵频伽是 一 个 具 有 深 刻 文 化 内 涵 和 丰

富象征意义的 佛 教 音 声 符 号。本 文 试 图 解 读

迦陵频伽图像的风格、流变、传播和象征意义，
并对这一音声图像的音乐 属 性 做 系 统 的 分 析

和研究。
“迦陵频伽”（梵语Ｋａｌａｖｉｕｋａ，或译为妙音

鸟）本是产于南亚、东南亚的一种卷尾科鸣禽；
早在佛陀时代，就以其自然妙音入选佛教教义

和经典，成为譬喻佛法音声的化生神鸟；在传教

东传的过程中，它逐渐以人头鸟身的形象成为

西方极乐净土世界中的礼佛乐伎，活跃在唐代

佛教经变壁画中，成为净土信仰的艺术符号；这
一艺术符号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佛教建筑、雕塑

作品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世俗受众欢迎的装饰

纹饰；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代以后的迦陵频伽造

型逐渐演化为集迦陵频伽、飞天、紧那罗等多重

乐神为一体的音乐之神；当迦陵频伽从陆上和

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传到终点日本国的时候，其
音乐属性更加彰显，迦陵频伽已经上升为乐舞

艺术和职业音乐家的代名词。
［法国］西尔万·佩罗

希腊奥洛斯管的声音：古希腊和小亚细亚

之间的音乐关系

本文写作的目的是：确认考古发现的最古

老的希腊木 管 乐 器 演 奏 何 种 音 乐。根 据 我 用

奥洛斯管碎片建立的数据库（这些奥洛斯管大

多数是在教堂庇护所发现的，还有一些发现于

坟墓和贸易场所等），最 古 老 的 乐 器 是 奉 献 给

女神赫拉，雅典 娜 和 阿 尔 特 弥 斯 的，还 有 为 数

很少的是献给闪灵神，普西芬尼和卡比里的。
这三位女神，特 别 是 阿 耳 特 弥 斯，非 常 喜

欢奥洛斯管的声音，而且她们拥有由年轻处女

组成的合唱团。根据文字证据（我即将对此进

行评论），他们的歌曲应该主要包括两个调式：
弗里吉亚和爱奥尼亚（也称为Ｉａｓｔｉａｎ）。因此，
这种音乐表演可 能 是 从 小 亚 细 亚 引 进 到 希 腊

的：卡比里是犹太人的神，而锡贝尔勒（弗里吉

亚伟大的生育女神）是与音乐崇拜有关的。众

所周知，以弗所 的 阿 尔 特 弥 斯，在 古 老 时 代 是

像锡贝尔勒一样的生育女神，她可能曾到过希

腊：斯巴达Ｏｒｔｈｉａ的阿尔特弥斯，以及阿提卡

Ｂｒａｕｒｏｎｉａ的阿尔特弥斯，是阿波罗的妹妹，但

更多地被认为是亚洲的生育女神。因此，通过

文字和历史遗物的证明，我们可能希望了解古

代希腊的奥洛斯 管 是 否 与 原 本 属 于 亚 洲 的 音

乐之间存在技 术 上 的 联 系。但 希 腊 音 乐 已 经

经历了多次变 化：从 古 典 时 代 起，大 部 分 的 奥

洛斯管都是献给阿波罗的，这是由在特尔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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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文物碎片所证明的（我目前正在做这方面

的研究）。
［西班牙］拉奎尔·吉门尼斯·帕萨洛多斯

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青铜时代石柱上的乐器

伊比利亚半 岛 西 南 部 的 石 柱 是 了 解 青 铜

时代晚期社会非常重要的来源。然而，对于其

编年史和文化定位的研究，目前学者尚无法形

成一致意见。
在武士的盔甲和代表威望的信物上面，常

常出现如里 拉 琴、克 劳 特 尔（ｃｒｏｔａｌ）和 卡 可 风

（ｃａｌｃｏｐｈｏｎｅ）之 类 的 乐 器。里 拉 琴 的 起 源 目

前依然是学者辩论的对象，这取决于采用西班

牙前殖民和殖民世界的特定视角。
然而，通过乐 器 学 的 深 入 研 究，就 可 以 解

答石柱的形成 年 代 及 文 化 涵 义 的 问 题。在 本

文中，我们将从乐器的形态学和背景方面区分

这些乐器，同时还将讨论音乐活动的归属。我

们亦会建议与地中海框架进行类比，试图澄清

其可能的文化渊源。
［英国］西蒙·怀亚特

敲击式和非敲击式音乐器物：识别史前欧

洲鼓

民族志认为，鼓是地球上几乎每一个文化

中都存在的重要乐器类型。“Ｔｒｉｃｈｔｅｒｂｅｃｈｅｒ”
文化（ＴＲＢ，漏斗杯文化）出土的陶质器皿被认

定为鼓，对于欧 洲 来 讲 是 一 件 了 不 起 的 事 件，
因为这是欧洲史前史里唯 一 一 件 被 普 遍 认 同

为打击乐器的 文 物，当 然 在 更 广 义 的ＴＲＢ文

化分布区也可 能 还 存 在 类 似 的 物 器。我 们 目

前有三条思路 可 供 选 择：一 是 在 北 欧，鼓 只 在

新石器时代后期才发展起来；二是在此之前或

在其他地区，鼓 类 乐 器 早 已 存 在，但 它 是 用 易

腐物质制成的；三是还存在着某些种类的打击

乐类乐器，但目前我们尚不把它们解释为鼓类

乐器。
在ＴＲＢ文化中，还有一些陶器的形式，与已

公认的鼓不属于同种类型，但目前被暂定为鼓的

某种形式，且存有争议。同时，在ＴＲＢ文化分布

区以外，也存在着一些文物，与ＴＲＢ鼓的形制和

形态相似，但并不作为乐器来认定。此外，这类

文物还可以追溯到它更早的存在形式，可能是木

制器皿，而在中国，与之相似的陶质和木质的样

本都曾被发现。本文将探讨在ＴＲＢ南部和其他

欧洲史前文化集团发现的不明器物的证据，来证

明它们是否可以被看作为人工制品，或岩石艺

术，或是与之有关联的文物。
［德国］拉尔夫·马丁·耶格

Ｈｉｎｄｉｌｅｒ－１７－１８世纪土耳其帝国音乐

手 稿 中 的 印 度 音 乐 痕 迹：在 跨 文 化 背 景 中 传

统、音乐结构和身份

在大约１６５０到１７２０年间，土耳其帝国经

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导致了今天认为是经

典的艺术音乐 文 化 的 产 生。对 于 外 国 音 乐 文

化 的 深 刻 兴 趣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起 着 主 导 作 用。
目前存留的极少 数 来 自 于 当 时 的 手 稿 包 含 了

一些波 斯 语（Ａｃｅｍｌｅｒ）或 是 阿 拉 伯 语（Ａｒａ－
ｂｌａｒ）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被称为源于“欧洲

人”（Ｅｆｒｅｎｃｉｌｅｒ）。不过，留下历史痕迹的不只

是土耳其帝 国 和 其 周 边 的 音 乐 文 化。让 人 非

常感兴趣的是一些匿名作曲家的作品，这少数

的作品在能获得的材料中被称为Ｈｉｎｄｉｌｅｒ（印
度语）。

本文将检视历史作品的音乐结构，并按照

音 乐 理 论 和 文 化 历 史 背 景 对 它 们 进 行 分 类。
另一个重点在于 将 土 耳 其 帝 国 曲 谱 和 印 度 音

乐在莫卧儿时代———Ａｋｂａｒｓ（１５５６－１６０５）死

后———使用的基 本 度 量 规 范 对 应 起 来。通 过

将Ｈｉｎｄｉｌｅｒ与近东正式的结构化的艺术音乐

相比较，我们不 能 确 认 跨 文 化 迁 移 的 存 在，也

不能确认历史上 的 亚 洲 音 乐 文 化 在 东 部 和 西

部具有 可 比 性。在 奥 基 曼 帝 国 政 府（Ｓｕｂｌｉｍｅ
Ｐｏｒｔｅ）对印 度 绘 画 和 建 筑 的 接 受 中 可 以 看 到

丰富的相似性。
［奥地利］斯蒂芬·海格尔／［波兰］奥尔加

·休特考斯加

对庞贝“提比耶（Ｔｉｂｉａｅ）”碎片的解析

作者对这些 古 老 的 管 乐 器（即“庞 贝 管”）
的碎片进行了分析，它们来自希腊化时期意大

利的火山地区。目前，这些碎片保存在那不勒

斯国家考古博物馆（Ｎａｐｌ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迄今为止，其中 还 有 一 部 分

未曾被研究过。显然，该乐器属于种类较少的

双簧双管气鸣类乐器（例如希 腊 的“奥 洛 斯”，
罗马的“提 比 耶［ｔｉｂｉａｅ］”）———该 乐 器 曾 在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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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流行。
我们认为其精致的结构以及一种特殊的机

构原理，明确证明这是由专业演奏大师所使用

乐器。文章从乐器学角度描述并分析了这些碎

片，比如其属于左手执管还是右手执管类，管体

上指孔的布局等；其机构原理的细节可以引导

我们在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时代早期皇室音乐

的框架内，对其音调做出评论和阐释。
［美国］蒂莫西·Ｊ．摩尔

荷兰Ｅｅｌｄｅ镇的奥洛斯管

位于 荷 兰 Ｅｅｌｄｅ镇 的 沃 斯 伯 格 博 物 馆

（Ｖｏｓｂｅｒｇｅｎ　Ｍｕｓｅｕｍ）拥有两支骨质奥洛斯管的

碎片，博物馆的主人迪克·维勒尔（Ｄｉｃｋ　Ｖｅｒｅｌ）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购得这些碎片，但从未公开。
尽管产地和年代不能确定，奥洛斯管的设计还

是表明它们源于早期，或者意味着它们仅为业

余演奏者所使用，因为管体上仅有五个指洞。
六块碎片上都分别有一个约１公分的孔。

其中两块几乎一模一样：它们是两支奥洛斯管

各自的中心部分，这两块碎片上都有三个指孔，
以及正面的四指指孔的上端部分和背面的大拇

指孔。其它三块碎片恰好能同这相似两块的其

中之一整齐地拼接起来。如果我们再把第五块

加入进去，我们就可以还原出一支约３５公分的

完整管体。最有趣的是最底端的一块上还有两

个通气孔。第二个通气孔的加入可能是为了影

响管子的音调；而上面的那个孔有时可能会被

蜡封住以使洛斯管的音域稍稍降低。
尽管支离破碎且保存状况不佳，这些物证对

早期的奥洛斯管的结构还是提供了新的线索。
［中国］王歌扬

山 东 沂 南 画 像 石 墓 乐 舞 百 戏 画 像 新

考———兼论两汉时期礼乐制度的演变

１９５４年３月 到５月，华 东 文 物 工 作 队 与

山东省文管会组队，发掘了沂南北寨画像石墓

（简 称 沂 墓）。１９５６年９月，文 化 部 文 物 管 理

局出版了由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合著的《沂

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一书。《报告》对墓的

地理环境、发掘经过、形制、结构、画像石内容

进 行 了 详 尽 介 绍，并 对 画 像 石 内 容 进 行 了 考

证。最后，对墓的艺术价值、年代作了评估和

推定，从而，沂墓 成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汉 画 像

石墓考古的标型墓之一。由于墓的发掘、研究

到出版之间时间的局限 性，画 像 内 容 中“关 于

乐舞百戏图的考证”，部分较略，个别化像石组

合有待商 榷，现 就 飞 丸 跳 剑、踏 鼓 七 盘 舞、伐

鼓、撞钟、击磬、击铙吹排箫与埙、鼓瑟吹埙及

竽等这一部分作一补正和考证。另外，就墓的

年代、主 人，以 及 与 之 相 关 的 礼 乐 之 制，提 出

一些新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美国］德拉维克·布雷兹科维奇

查尔斯·伯内《音 乐 通 史》中 古 代 遗 物 的

形象化

１７７３年４月，查 尔 斯·伯 内 在 宣 传 他 即

将面世的新书《音乐通史：从远古时代到今天》
时强调：这套书的图解将 是“古 代 和 现 代 乐 器

的原图，由最 高 水 平 的 艺 术 家 篆 刻”。但 是 当

此项目 最 终 完 结，全 部 四 卷 书 目 在１７７６到

１７８９年间陆 续 出 版 时，只 有 讨 论 古 代 音 乐 的

第一卷中有历史性乐器的雕版插图；之后的卷

宗中则一律是由 旅 居 伦 敦 的 意 大 利 艺 术 家 弗

朗西斯科·巴 特 罗 兹（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ａｒｔｏｌｏｚｚｉ，

１７２７－１８１５）雕刻的神话形象。第一卷中的三

幅乐器雕版插图展示了大量的埃及、希腊和罗

马乐器，由法国雕刻家皮埃尔·玛鲁佛 （１７４０
－１８０３）和英意混血雕刻家查理斯·格里格尼

奥（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ｒｉｇｎｉｏｎ，１７４５－１８１０）创 作，查 理

斯·格里格尼奥 是古 董 复 原 方 面 和 创 作 大 型

历史 作 品 的 专 家。它 们 或 取 材 于 伯 内 在 其

１７７０年意 大 利 之 旅 中 有 机 会 见 到 的 考 古 遗

迹，或来自期间的出版物资源。在接近古代乐

器的可视化资源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伯内一

直在近期考古研究的影响与１７３８年在赫库兰

尼姆及１７４８年 在 庞 贝 的 发 现 之 间 进 行 着 平

衡，这在对古代资源和将古代音乐同神话故事

相联系的悠久传统的呈现过程中，重振了追求

历史性精确 度 最 前 沿 的 渴 望。本 文 将 分 析 伯

内用于展示古代乐器的考古学和图像学资源，
以及他接触这些材料时所采取的方法论。

［意大利］安东涅塔·普罗文萨

古代希腊乐器及其起源：文学作品与图像

中音乐神话展示的暴力与文明

在古希腊充斥着暴力的大画面中，本文根据

一些涉及到的乐器的起源，聚焦于“根源”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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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奥洛 斯 管 就 与 暴 力 有 关：比 如 说

我们可以想到林神玛耳绪阿斯的“暴力”神话，
还 有 珀 尔 修 斯 杀 死 美 杜 莎 的 情 节 （Ｐｉｎｄ．
Ｐｙｔｈ．ＸＩＩ）。另外，古代希腊人常常把管乐器

与森林之 神 萨 特———一 个 暴 力 且 缺 乏 自 制 力

的角色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神 话 人 物 因 暴 力 而 失 去 所 爱，

从而承受巨大的痛苦，有时也会成为音乐的源

起（例如在切蓓莱《山脉和野生环境女神》或是

绪任克斯女神《河神之女》的神话里）。
这些神话里那些对傲慢的惩罚和神赐的“正

义”暴力拥护了音乐的教育意义和积极“价值”。

③　校订者注：学者阿尔塞（Ａｒｃｅ）与吉里（Ｇｉｌｉ）、默卡多（Ｍｅｒｃａｄｏ）都是来自智利的学者，他们参加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在研究

对象上有着密切关联。其中，阿尔塞为论文陈述（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而吉里和默卡多为海报陈述（ｐｏ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④　校订者注：鼓身用树干制成，中空，通常用棍棒敲击，类似于木鱼。

此外，那些看似缺失的方面可能实际上为

新的变革打开了一扇门；这些情况当中的暴力

就往往带来了一些改变，给文明增加了新的元

素，为其此前对抗的东西注入了新的特质。
这样的暴力 有 利 于 将 新 元 素 带 入 到 已 有

的秩序当中，从而促使了从“野 蛮”向“驯 化”，
从“本我”向“自我”的转 变。这 一 点 也 可 以 在

这类神话的现象学解读中观察到。
［智利］约瑟·佩雷斯·德·阿尔塞

南安第斯山区对安塔拉的图像学研究

在南部安第斯山区，除了在阿塔卡马沙漠

和阿根廷西北部地区的一整套图像，表现音乐

的图像极其少 见。这 些 图 案 聚 焦 于 一 种 乐 器

（我们把它叫做安塔拉），提供了理解其社会和

文化维度的重要线索。
在西班牙人占领之前的４个世纪里，图像

被雕 刻 在“ｒａｐ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 木 制 品 上———萨

满教用它来吸入活跃精神的粉末（参见吉里的

海报陈述）③。
本文将对如下方面做出描述：“安塔拉”的

象征和 那 些 在 墓 穴 中 发 现 的 乐 器 实 物；ｒａｐ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和在葬礼背景中发现的其他乐器；图

像的样式；古代 安 第 斯 人 祭 祀 与 猫 科、美 洲 驼

崇拜之间的关系。
这些主题之 间 的 关 系 将 有 利 于 重 现 安 塔

拉在过去被使 用 的 仪 式 背 景。所 有 这 些 做 法

都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现在安塔拉成为了文

化范畴一个复杂体系的一部分（参见默卡多的

海报陈述）。
本文将尝试 解 释 安 塔 拉 在 古 代 的 演 奏 方

法，使用场合及传承。
［意大利］丹涅拉·卡斯塔尔多／［意大利］

埃莉奥诺拉·罗克尼

大希 腊 时 期（公 元 前４００－公 元 前３００
年）红色人像 花瓶 彩 绘 中 舞 台 上 的 音 乐：音 乐

在所谓“菲力雅士瓶”中的角色

过去的两个世纪当中，大量丰富多样红色人

像瓶在意大利南部发现。它们多出土于开掘的

古墓当中，制于公元前４００到前３００年，证明了

大希腊时期一段蓬勃且持续发展的戏剧传统。
“菲力雅士瓶”传 统 上 是 指 在 陶 器 上 描 绘

一场非正式的即兴创作的地方滑稽剧，也就是

意大利的“菲 力 雅 士 戏 剧”，（相 反，最 近 奥 利

弗·泰普林认为 它们 反 映 了 西 部 希 腊 殖 民 地

上演的雅典人古喜剧，见 于 他 著 名 的《戏 剧 天

使及其他透过花 瓶绘 画 对 希 腊 戏 剧 的 研 究》，

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３），本文聚焦于“菲力雅士杯”引人

注目舞台上乐器的描绘。
为了解 释 说 明 这 些 器 物，笔 者 将 从 考 古

（如果可能，因 为 毕 竟这 些 材 料 的 来 源 常 常 是

“非法”的）和文化（塔拉斯市在古代 历 史 方 面

以宗教庆典和其中的音 乐、戏 剧 活 动 而 著 称）
两方面对于当地环境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

［美国］马克·豪威尔

后古典时期玛雅基切族的音乐同化现象：
从战士舞到殖民时代的摩尔人及基督教徒舞

危地马拉高地的玛雅基切族舞蹈，或称之

为“拜莱斯”，是按主题（如祭祀，狩猎，或征服）
分类的，而且往往每个舞蹈主题都有对应的标

准伴奏乐器为 之 配 对。这 些 舞 蹈 大 多 出 现 在

后古典时期和殖民时代（公元１２００年至１６５０
年）。例如，一种舞蹈类型———祭祀主题舞，在
当地被 称 为“ｔｕｎ”，是 由 无 阀 小 号 和／或 缝 鼓

（ｓｌｉｔ－ｄｒｕｍ）④伴奏，而狩猎主题舞，则由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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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伴奏，摩 尔 人 及 基 督 教 徒 舞（Ｂａｉｌｅ　ｄｅ　ｌｏｓ
Ｍｏｒｏｓ　ｙ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ｓ），是一种征服舞，则由管笛

和皮鼓伴奏。本文论证的是：一个已经失传的

后古典时期基切族战士舞 元 素 被 纳 入 由 西 班

牙引进的摩尔人及基督教徒舞之中，这种同化

包 括 了 共 同 的 主 题 元 素，如 征 服 和 战 争 的 准

备，以及伴奏乐器的配置，即管笛和皮鼓。这

一理论采用词 源 学，考 古 学，人 类 学 和 民 族 音

乐学加以论证，并使用了听觉和视觉元素。
［波兰］安娜·格鲁斯茨詹斯卡－祖瓦科斯卡

模糊的音响与图画：在纳斯卡艺术中激活

感官

根据安第斯传统，音响类型是音乐最重要

的特色之一。仅凭乐器的声响，人们就能判断

出它所演奏的 音 乐 的 文 化 起 源。安 第 斯 音 乐

不是独奏的音 乐，其 声 响 是 不 稳 定 的，通 过 分

析，我们能看出其频率上有特色的起伏。这种

由纳斯卡乐器体现出的模棱两可，可以与纳斯

卡的视觉艺术 相 比 较。比 如 说 一 些 纳 斯 卡 哨

子（模仿动物），其他 乐 器 的 装 饰，还 有 纺 织 品

上的色彩和形 式 的 形 象。从 纳 斯 卡 艺 术 家 对

人类感知活动的强调中，我看到了双重意义或

模糊性的原因。均衡音响或视觉的力度，在激

活人们感知中，比那些固定的更优越。
［意大利］罗伯托·梅里尼

庞贝的“声景”：通过声响的／音乐的证据

的地理参照重建其音响空间

如Ｒ．Ｍｕｒｒａｙ　Ｓｃｈａｆｅｒ在其研究中阐述的

（Ｔｈｅ　ｔｕ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１９７７），“声 景”
（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这 一 概 念 立 即 让 人 联 想 到 人 和

自然的关系。这 一 事 实 在 对 大 多 数 人 居 住 的

喧嚣之 地———城 市———进 行 的 研 究 当 中 也 不

应该被忽略。参考古代历史的文化成果，城市

的“声景”是更难捕捉的，因为其音响的出现大

多不是同质的，而出现的背景又相互交织。在

当前的研究条件下，只有一个例外似乎避免了

这些限制：庞贝。
众所周知，这 座 罗 马 古 城 在 公 元７９年 维

苏威火山的爆发当中毁灭，但是地面以上部分

已经被完全复原，而其地 下 遮 掩 部 分（在 整 个

城市占相当大的比例）非常适合致力于对其社

会生活的达到有机理解的研究（比如维尔罕米

那·雅舍姆斯基 对其 花 园 的 研 究 和 帕 纳 洛 佩

·阿里森对其房屋的研究）。本文首次对庞贝

的“声景”整体做出研究，从与声音和音乐有关

的器物和图像的地理方位开始，再将这些丰富

的实证与整 体 结 构 联 系 起 来。其 成 果 可 以 用

来重建古代市民的音响范围，并解释它们与当

下的联系，间 接 说 明 古 罗 马 时 期 声 响／音 乐 的

体验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台湾］赵琴

音乐、考古学和当代作曲、表演艺术：遗产

与未来之间的价值

“音乐 作 为 一 宗 文 化 遗 产”是 个 关 键 句。
作为文化遗产，音乐的使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通过对 音 乐 博 物 馆 里 藏 品———比 如 乐 器 和

画作———的应用 和 解 释 来 丰 富 我 们 对 于 过 去

的人类和文化 成 就 的 知 识。笔 者 将 讨 论 以 下

３个案例。

１．曾侯乙墓中运用乐器进行的音乐创作。
曾侯乙（卒于公元前４２２年）墓于１９７８年在中

国湖北被发掘，其中有大量的乐器面世。本文

挑选出大型编钟合奏在现实演奏中的使用，还
将介绍为舞蹈和合唱而作的新的作品。

２．绘画所引发的经典音乐创作，韩熙载夜

宴。这幅著名的画卷是对唐代服饰、音乐、舞

蹈和插花艺术 的 详 细 记 载，由 汉 唐 乐 府 配 乐，
成为了宋元时期十分受欢迎的南方音乐。

３．敦煌飞天壁画所引发的舞蹈作品。飞天

壁画精致而独特，是来自梁代的最早的壁画。
本文将着重 于 音 乐 的 风 格，强 调 主 题：来

自 过 去 的 声 音，并 讨 论 遗 产 与 现 实 之 间 的 价

值。附录包括具体的参考文献，如关于乐器和

绘画的录音和影像，笔者也将播放受这三个案

例启发而创作的音乐。
［埃及］里姆·Ｆ．沙克威尔

古代埃及音乐与现代音乐之间的延续性：
竖琴和长笛（Ｎａｙ）的演奏技巧与暗示

音乐家与他 们 的 乐 器 有 着 特 殊 的 相 随 一

生的关系；学习一种乐器的时间可能长达十到

十四年，而一个艺术家可能在其身体允许的情

况下尽可能长时间的演奏这种乐器。
这种关系的 基 础 是 建 立 在 规 定 了 艺 术 家

与其乐器之间物理关系的法规则上的，我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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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方法或“技术”。
在古埃及，特别是在负责音乐教育的古老

的王国庙宇里，乐器演奏技巧是神圣而独特的

知识，因此它有自己严格的演奏规则和大量的

曲目，这些都是学习者必须背记的。这些曲目

包括大量以书面和记忆形 式 固 定 下 来 的 标 准

曲目。
今天，我 们 有 了 许 多 教 授 表 演 技 巧 的 学

校，比如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和俄罗斯的；
每个学校对于某个乐器如 何 演 奏 都 有 自 己 的

理论和实践观点。
本文将讨论 古 埃 及 时 竖 琴 和 长 笛 的 演 奏

技巧，其与今天 的 延 续 性 和 非 延 续 性，以 及 古

埃及技巧对当代学校在这 两 种 具 体 乐 器 上 的

影响。
［中国］贺志凌

新疆出土箜篌———中国的古代竖琴

“箜篌”是古代竖琴在中国的称谓。中国有

关箜篌的记载始自汉，历经各代一直到明清，屡
见于史书及文学作品之中。由于没有考古标本

出土，有关这种古乐器的研究一度建立在文献

和图像等资料的基础上。直到１９９６年，中国新

疆的考古工作者在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发掘出土

了３架箜篌，年代为公元前５世纪左右，这是中

国音乐考古界第一次目睹这种古老乐器的真实

面貌。２００４年，鄯善洋海墓地又出土３架箜篌，
把其历史推进到公元前７世纪。

发掘简报直接称箜篌为竖琴，这在乐器指

向上是相同的。但 是 箜 篌 与 现 代 竖 琴 无 论 在

型 制 结 构 还 是 文 化 内 涵 上，都 是 大 相 径 庭 之

物。确切地说，新疆出土箜篌是古代竖琴在新

疆的地方化产物。这６架箜篌，在制作材 质、
型 制 结 构、比 例 关 系 以 及 蒙 皮 方 式 上 的 相 似

性，和局部细微 的 差 异 性，说 明 了 两 地 箜 篌 在

同源关系的基础上所具有 的 地 区 风 格 和 发 展

演变因素。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巴泽雷克古代竖琴

是与新疆出土箜篌在时间、地域及型制结构上

最为接近的实 例。而 型 制 结 构 和 演 奏 方 式 上

的差异又凸 显 出 两 个 竖 琴 亚 种 的 不 同。在 竖

琴由西亚至新疆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斯基

泰文化发挥了 重 要 的 作 用。斯 基 泰 人 的 迁 徙

之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分为东北、东南两条支

路，这两条支路 的 终 端，分 别 是 阿 尔 泰 的 巴 泽

雷克和新疆的准葛尔，这也正是巴泽雷克竖琴

和新疆出土箜篌的所在地。
［德国］奥利弗·福格尔斯

作为音乐器物的岩石艺术：在当代音乐文

化和班图人扩张里解读史前绘画中的乐弓

南部非洲被 认 为 拥 有 着 世 界 上 最 丰 富 的

史前岩画。现存的对于绘画、雕刻和考古学田

野考察的文献（主要由科隆大学史前研究所自

１９６３年开始 执 行）揭 示 了 可 以 追 溯 到 公 元 前

３５００—公元前２０００年间（石器时代晚期）在北

纳米比亚（非洲西南部）的岩画。
尽管目前在 非 洲 南 部 尚 无 关 于 乐 器 的 考

古发现，但是这些在文化上具有极高价值的岩

画 也 是 一 个 音 乐 考 古 研 究 的 优 良 的 数 据 库。
通过对岩石绘画的考察，作者能够展示史前狩

猎聚居音乐 文 化 中 运 用 乐 弓 的 例 子。一 种 系

统的方法帮助笔 者 找 到 了 许 多 迄 今 未 知 的 演

奏乐弓的图像。
通过对当代班图、科桑和桑族人演奏技巧

的比较，区别对乐器的描绘和形态上相同的狩

猎弓的描绘成 为 可 能。岩 画 的 内 部 结 构 使 笔

者有可能去理解乐弓演奏的文化背景，这显然

与狩猎有紧密的联系。另外，考虑到岩画在北

部纳米比亚发展的时间区段（早于班图人扩张

时期），它很可 能 为 自史 前 时 代 起 南 部 非 洲 的

乐弓和其文化迁移的史料编纂提供线索。

［责任编辑：吴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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