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音乐学(季刊) 19 8了年第 1娜
M U SIC OLO G Y IN CH IN A

. 李 纯 一

山东地区音乐考古及研究课题
’

(一 )原始时代

山东的考古状况
,

现在看起来是很不平

衡的
。

按年代顺序
,

首先接触的是旧石器时

代
。

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山东
,

虽是一个很薄

弱的环节
,

但也有一些可喜的收获
。

19 6 5年

在沂源一号山洞里出土了30 多件石器
。

原始

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能成批出土
,

就是一个重

大发现
。

1 96 6年在新泰乌珠台又发现一颗牙

齿化石
,

是左下颗的臼齿
。

据古人类学家研

究
,

可能是个少女
,

比北京周口店的中国猿

人稍晚一些(北京猿人距今六
、

七十万年 )
。

按古人类学的分类是智人
,

至少也应该有四
、

五十万年
。

这一颗牙齿就把山东的文化史增

加了好几十万年
。

这些发现中没有看到 与音乐文化有关的

迹象
,

但我相信音乐艺术的发生很早
,

应在

旧石器时代 已产生
。

大家看过关于黑猩猩和

其他一些灵长类动物的科学纪录片
,

猩猩
、

拂拂这类灵长动物
,

有它们的感情
,

在感情

激动时有它们的表现
,

如鼓掌顿足之类
,

都

接近原始的音乐
。

如果说原始音乐 以节奏为

其主要因素的话
,

那么人类的心脏跳动
,

也

就是脉搏之类
,

就是天然的节奏
。

人类在集
体活动中

,

也体现一些节奏
。

这都是探讨音
~

乐起源的一种可行途径
。

动物在 激 动 的 时

候
,

表现为声音
,

也表现为行动
,

这些就是

原始乐舞的先行状态或先行形态
。

关于旧石

器时代音乐艺术的研究
,

在全世界都是尖端

问题
,

如果将来在山东省的旧石器考古方面
,

发现某些线索
,

找出某些能够探讨的途径
,

在学术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

新石器时代
,

在整个中国考古学史以及
_

世界考古学史上
,

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
,

就
.

是解放 以后大汉口文化 的发现
。

在泰安大坟

口及邹县野店进行大面积发掘
,

把它的文化
-

内涵暴露出来了
,

而且层位比较清楚
。

一层
-

层往下数
,

都有遗物
。

并且除最下层外
,

每

层都有墓葬
。

这是文化定性
,

确定其相对年

代的有力依据
。

还有一个可喜的收获
,

就是

它上面的叠压层是龙山文化
。

龙山文化在解

放前已有发现
,

但它的来源和去向
,

总也搞

不清
。

大汉 口文化和岳石类型的发现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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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索幸起来
、

打通汀
。

大汉口文化以后接的

是龙山文化
,

龙山文化以后接的 是 岳 石 类

型
,

岳石类型以后就是商
,

这一下子就都串

起来了
。

大坟 口文化不仅在山东
,

在毗连的苏北

地区也有大面权角发瑰奋 当然这方面还青一

些争论
,

不过较多的人认为它属于大汉口文

化
。

不管争论是什么样情况
,

它们的文化内

涵是一个
。

大汉口文化的早
、

中
、

晚三个时期是分

得清清楚楚的
。

其上 限
,

据碳 14 的测定
,

最

早距今约六千三
、

四百年
,

下限距今约四千

四百年
。

在这两千年左右的时期里
,

从现在

发表的材料来看
,

役有乐器
,

也没有提到发

现什么音乐的痕迹
。

但我怀疑它有
,

因为在

苏北地区那县小墩子同一文化系统就出现了

陶埙
,

并且不止这一件
。

同是一种文化
,

而

山东就没有陶埙? 这是不太可能的
。

可能有

了
,

但碎了无法辨认
,

甚至可能有其它乐器
。

我相信耐心等待
,

早晚会有新的发现
。

文化
,

请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线索来证实它
,

或发现其他的乐器
。

山东龙山文化直承大汉口文化
; 它的族

属是东夷
,

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

它的年代

牌够
,

鲜稗奥精碑
年歹夯早

、
、

电
一

眺三拼
。

今粼
4。
啤到。彻

早期可以诸城皇子

我再提出一个疑

问
。

大汉口晚期墓葬

里出土了一个白陶背

壶(示意图一 )
, 6 5 公

分高
。

它的出土情况

很值得研究
。

它倒在

地面上
,

离它的口很

近处
,

出土(84 块 )鳄

鱼的鳞片
,

由此推测

原有一大张鳄鱼皮
。

是不是这 张 鳄 鱼 皮

遗址为代表
,

中期可 以胶县三里河
、

晚期可

以潍坊的姚官庄和首县大孔村为代表
。

早期
、

中期从已发表的材料看
,

还没有什么音乐方

面的线索
,

但晚期姚官庄己经有埙
。

不过这

埙很小
,

是一孔的
,

可能是一种玩具
。

苏北

大墩子所出类似的埙
,

大半也是玩具
。

玩具

是不是乐器呢 ? 它既然做成乐器
,

必有所本

吧
,

这个本也许就是正式的乐器
。

山东龙山

文化的这个埙可以断定是乐器
,

是 玩 具 乐

器
。

因为比它早两
、

.

三千年的苏北大坟 口文

化已经有埙
。

这个时期有正规的乐器埙是没

有间题的
,

只是有待考古发现提 供 实 例 而

已
。

在首县还出土一个陶角(示意图二 )
。

西

安半坡遗址也有
,

它应该是一种原始乐器
。

现在有少量发现
,

虽然不多
,

但是乐器
。

图 二
原来蒙在这背壶口上

,

因年久 而 腐 朽
,

仅

残存一堆鳞板了 这种发现
,

可否和国外相应

时期的考古发现相互参验 ? 我以此为根据提

出这个猜想
。

不过这种东西在中国的考古学

史上还没有先例
。

大汉口这个白陶背壶和这

堆鳞甲板是不是所谓的陶鼓
,

即中国文献所

说的瓦鼓或土鼓 ? 同志们如果接触到大汉口

目前在山东龙山文化中至少可以找到这

两种吹秦乐器
。

但乐器史的发展规律
,

应该

是先有打击东器
。

所以大坟 口文化和龙山文

化
,

肯定有打击乐器
,

只是未被我们发现
,
或

者有发现但没有被辨认出来
。

我推测那个白

陶背壶可能是土鼓
,

还有这么一点理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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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

当然
,

对原始时期我们所接触到的仅仅

是乐器问题
,

这对一种音乐文化来说是十分

可怜的
,

乐器只是当中一个组成部分
,

不过

是一种表现音乐的手段和工具
。

就原始音乐

文化来说
,

其内容远比这丰富得多
。

但这方

面问题探讨和研究难度大
,

涉及间题比较广
,

需要研究原始社会史
、

原始思维
、

民族学
、

古人类学等等
。

不仅物质生产
,

还有精神生

产
,

都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

它牵涉学科太

多
,

交叉性太强
,

空白太多
,

依傍太少
,

因

此难度太大
。

岳石文化类型是刚刚揭露
、

初步定性 的

东西
,

现在材料还很少
,

发表的 东 西 也 很

少
,

考古学界正在扩展这方面的工作
,

我就

更没有资格赘言了
。

(二 ) 商 代

商殷考古在山东地区的发现
,

目前还不

十分充足
,

有缺环
。

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
,

是相当于商代中期(河南郑州二里岗时期)的

济南大辛庄那批墓葬
。

报道里没有见到什么

与音乐有关的材料
。

相当于僵师二里头的早

商文化
,

山东还没有发现
,

但山东应该有相

当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

商的发祥地
,

现

在有很多争议
。

一个重要的争议是商民族是

否起源于山东
。

有的认为不在山东
,

最早是

在辽东
; 也有的认为在河南

,

总之
,

众说纷

纭
。

但先秦文献中有这类记载
,

说明它具有

发现早商文化
,

或相当于早商时期文化 的可

能性
。

与商代晚期音乐文化有关的发现为数虽

然不多
,

但如长清兴复河的殷墓和益都苏埠

屯的两座大墓
,

都有一些重要发现
。

还有惠民

麻店商代墓葬出土有一般所谓的饶
。

益都苏

埠屯的大墓没有出土饶
,

但有铃
,

它们是否

乐器铃尚不能断定
,

可能大部分是车马铃或

其它装饰铃
。

苏埠屯的铜器里有铭文
,

这对

音乐考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 现
。

铭 文 有
“

亚丑
”

两个字
。

亚丑应该是一个族
、

或者一

个方国
。

亚丑的铜器出土很多
。

亚 丑 作 为

族
、

作为方国
, 历时很久

,

在殷墟一 期(相

当于盘庚到武丁时期
,

约纪元前十四至十三

世纪 )的甲骨 卜辞 中就有
。

苏埠屯出土 亚 丑

铭文 的铜器
,

说明铜器制作者亚丑的所在地

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

在安阳殷墟出土过亚丑

的饶和铃
,

而且数量不算太少
。

这表明
,

亚

丑这个族或方国是能制造饶和铃的
。

它们在

安阳殷墟出土
,

当是由亚丑贡去的
。

现在找

到了制造者的所在地
,

证明当时山东亚丑这

个族(国 )有设计制造编饶的能力
,

也反映了

它的音乐文化水平
。

殷墟出土的亚丑饶大都

三件一组
,

就是说三个音的
,

好象是三声音

阶之类的
。

在现代人看起来
,

似乎很简单
,

但倒退三千多年
,

应是了不起的东西
。

现在

西南少数民族中
,

三声两声这类民间音乐很

多
; 国外民族中

,

三声两声的音乐也很多
。

象希腊早期的音价
,

最初是两声
、

然后是三

声
,

再后是四声
,

最后才进到五声
、

七声
。

从当时的历史来看
,

这不是居于世界的后列
,

而是居于世界音乐发展的前列
。

因为象这种

铸造出来的铜乐器
,

能发出所要求的固定音

高
,

不是简单的事情
。

没有精密的设计
,

没有

相当丰富的
、

先进的经验是不可能制作出这

种先进的乐器的
。

我们今天看到的商饶
,

体

内没有太多 的磨锉痕迹 (磨锉就是进行微调
,

把音调准 )
,

而周代的钟搏倒是磨锉较多
。

这

是令人惊叹的
,

说明当时设计水平之高
。

饶

范做好了
,

铸 出来的饶的音就基本准确
。

另

外
,

成组的编饶
,

在殷代就已出现
。

从这一点

来说
,

益都苏埠屯亚丑这个族(方国 )具有相

当高的音乐水平
。

亚丑很可能是东夷
,

也就

是
“

薄姑
”

(在今之博兴 )
,

这是为较多人所接

受的论断
。

益都苏埠屯挖掘的仅仅是两座大

墓
,

还有好多墓葬待挖掘
,

我们要关心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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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断那里可能有乐器 出土
。

亚丑能向殷王

朝进贡乐器
,

它 自己一点不留?

长清兴复河的商代墓葬也有与音乐有关

的间接线索
。

所出铜器上有铭文芡
,

是它的族

徽或者一个方国的标志
。

带有这个族徽的铜

器在其他山东地方
,

在辽宁
、

河北
、

河南都

有出土
。

不仅是乐器
,

还有大量 其 它 的 铜

器
。

这样
,

这个族或方国
,

它的疆域
,

或它

的影响面
,

或它的文化扩展面
,

就比较清楚

了
。

对探讨这个族的铜乐器制造会有帮助
。

据现有材料看来
,

它的年代跨越也很久
,

大

概从相当殷墟一期到周代初期
,

都有这个族

的活动
。

另外
,

还有一个念不出来的字莽
,

也见

于甲骨文
,

而且一期甲骨 卜辞中就有
。

存族

有它的铜乐器饶
,

在河南安阳殷 墟 就 出 土

过
。

这样就可期待了
—

河南能出土带这两

个族徽的报乐器挠
,

山东既然已有带这两个

族徽的其他铜器出土
,

那铜乐器的出土也是

有可能的
。

根据这些
,

可 以得出这么一个初步的认

识
:

商代的音乐文化是多方国的
、

多民族共

同创造的
。

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
,

山东至少

是商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地
。

商族起初活动范

围主要在河南
,

以及山东
、

河北的一部分
。

山东的同志得天独厚
、

得地独厚
,

应该更关

心商代音乐文化的研究
。

(三)两 周

两周有很大的缺门
,

要求教于大家
。

山

东是齐鲁之邦
,

齐国出土文物很多
,

鲁国的

就很少
,

是什么道理 ? 从音乐考 古 角度 来

看
,

这是一个大空白
、

大间号
。

齐 国 的 钟

搏
,

宋代就有发现
,

《考古图》
、

《博古图》都

有所著录
,

如齐叔尸(夷)编钟和编搏
。

但鲁

国只有一个鲁邃(原 )钟
。

鲁国其他铜器也有

一些
,

但相比之下
,

齐国的多得多
,

这是什

么原因 ? 这个谜得解开它
。

叔夷编钟
、

叔夷

编搏的铭文表明它们是齐庄公的制品
,

为公

元前5 48 年至 5 53 年
。

齐国出土的不仅有铜乐

器
,

还有陶埙
,

上面也有铭文
。

大家看音乐

史上引用的有铭文的韶埙
、

太室埙
、

豹埙
,

就是成批在青州即益都出土 的
。

这虽然不是

科学发掘
,
但出土他点确实在青州

。

这些都是在解放前或古代出土的东西
,

就举这么两个例子
。

齐国的东西不是一件两

件
,

是成批的
,

成套的
。

埙现在能查到的就

有十二件
, ‘

出土的可能不止这儿件
。

什么是

太室 ? 顾名思义
,

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
,

是

宗庙的大厅
。

太室埙当然是在太室祭祀祖先

时演奏的埙
。

韶埙是不是演奏《韶》乐的埙了

不敢说
。

豹埙也搞不清楚
。

但太室埙可以肯

定
。

这些埙大小不一
,

形制不同
,

显然是配
.

套或在不同场合使用的
。

解放后出土齐国的东西也不少
。

象临秘

齐故都河崖头出土的编钟
,

是常为人们所称

道的
。

出土的铜器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
,

跨越年代较长
。

象郎家庄殉人墓 里 出 土 有

磐
,

现在知道有三件
,

大概不应是三件
,

可

能有的损坏了
。

另有钟
、

搏
。

临淄大夫观四

号墓的编钟编磐
,

还没有正式发表
,
临脚杨

善乡的编钟
、

编搏和编磐
,

是齐公孙灶时候

的乐器
,

据公布的材料看
,

钟缚似为明器
。

诸城藏家庄出土 的编钟
、

编搏
、

编磐
,

较晚
,

属于战国时期
。

举这么一点点例子
,

可以说
明齐国的音乐文物

,

代有出现
,

呈系列出现
。

但鲁国的音乐文物就知道一个鲁原编钟
。

这

是什么道理了 是鲁国穷? 文献记载不穷
。

是

鲁国缺少音乐文化 ? 鲁是礼乐大国
, “

周 礼

尽在鲁
” ,

季札曾
“

请观于周乐
” 。

文献 记 载

很清楚
。

为什么礼乐大国没有
,

别的小国倒

有了 ? 这真是一个谜
,

是考古学不平衡造成

的? 现在鲁国故都已勘测清楚
,

也发掘不少

鲁国墓葬
,

情况究竟如何 ? 仍不十分明确
,

所以一直想去曲阜了解一下其 中缘 由 (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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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是有争议的
,

徐中舒先生据文献 以 及 器 型

学
、

文字学
、

语言学的研究
,

认为掉于应该

起源于山东
。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 在 长 江 流

域
,

或安徽或浙江一带
,

是古代 越 族 的 东

西
。

这两种说法都未被普遍接受
,

都是一家

之言
。

现在出土这件停于
,

为探讨这个间题

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

它的形制比较古老
。

肩上面没有盘
,

素纽
,

不带纹饰(图三 )
。

一

{

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孔祥林同志介绍
,

近年鲁故城勘探中
,

的确极少见音乐文物 出

土
。

—
整理者注 )

。

过两天我还想到齐国故都临淄去
,

这也

是基于一个想法
:

《周礼
·

考工记》所载鼓
、

馨
、

钟的制造方法
,

是我国现存最早文献记

载
。

此书作者的国别
,

据郭老研究
,

很可能

是齐人
。

我就想按《考工记》所设定的规格去

看看齐国的出土文物
,

比较比较
,

看看是不

是对上号
,

是不是真是齐人的著作
。

因为其

他地方大量出土东西
,

总跟《考工记》的规格

有出入
。

如果《考工记》与齐国的 东 西 对 上

号
,

则 ((考工记》著作的国别就有可能敲定
,

它的年代也可相应地确定下来
。

现在说是春

秋战国时期
,

跨度有五
、

六 百 年
,

未 免 笼

统
。

山东地方有很多小国
,

如纪国
、

首国
、

邵国
、

滕国
,

等等
。

象纪国的东西早在清代

就有出土
。

纪侯台出土的纪侯 钟
,
旋 上 有

环
,

那是中国出土唯一的带环钟
。

这是西周

时候的钟
。

纪在铭文上是己或鬓
,

在文献上

则是纪
。

纪国铜器出土很多
, 196 9年在烟台

上夯 (K
u ‘n g ) 村纪国墓出土的编钟和铃

,

要

晚一些
,

属春秋时期
。

纪国很小
,

大概只有

今天半个县大
。

它从西周到春秋都有编钟出

土
,

那么一点小国都有
,

鲁国是大邦
,

现在

一样也没有见到
,

越 比就越大惑不解
。

再说首国
。

营南大店老龙腰一号二号墓

出土编钟
、

编磐
、

搏
,

这两墓是 带 殉 人 的

墓
。

文献也许对上号了
,

一般认为营国国君

所作
,

即《春秋左传》嘻公二十六所说的兹平

公
。

铭文上标出了作器者
,

并有史可查
。

天

井汪出土的编钟
、

编搏
,

年代也差不多是春

秋中晚期
。

最脸文公布了沂水刘家店子两座

墓葬的发掘简报
,

这在音乐考古上来说也是

一个重要的发现
。

里面 有 编 钟
、

编搏
、

编

磐
,

这不稀奇
,

还出土了一件锌于(或 简 称

为终 )
。

它的时代是春秋中期
。

锌于的 历 史

般常见是虎纽
,

少 量 是 马

纽
。

这个素纽与安徽寿县蔡

侯墓出土的是一样的
,

但它

的形制更老
; 而且它的年代

比蔡侯墓早
,

属 于 春秋 中

期
,

蔡侯墓属于春秋晚期
。

从考古发现来看
,

博于在中

原地区出土少
,

在较边远地

区象湖南
、

湖北
、

四川出土

较多
。

因此又有人认为是少
图 三

数民族的乐器
。

现在看来
,

这种说法可能要

重新考虑
。

因为后者形制
、

年代都比较晚
。

大家有兴趣的话
,

这就 是 一 个 题目
。

再有就是邪国
。

刚才说到的乐器
,

都是

在各国国都范围之内出土的
。

邪就是邹
,

即

今之邹县
。

邪国也是个小国
,

但传世的东西

很多
,

早有出土
,

也早有著 录
。

象 邪 公 孙

搏
、

邪公托编钟
、

都公孙怪编钟
,

邪公孙华

编钟
,

邻大宰钟
,

等等
。

这个国那么小
,

但

传世的乐器却那么多
,

是惊人的
。

看起来和

它的国力不相称
。

是不是这个国家音乐风气

很盛
,

音乐很发达 ? 不清楚
。

新出土的东西

现在还没有看见报道过
。

根据过去的著录来

看
,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

部国后来被

鲁国所灭
。

鲁国是大国
,

更应该拥有 自己的

乐器了
。

滕县即古滕国所在地
。

大家都看过 电视

报道出土的编钟
、

编馨
、

编搏
,

属于战国时

期的东西
。

再有就是邵国
,

在临沂西花园谏河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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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上丫九件一组约编钟
。

这是见于报道的
。

这些国家乐器他特点如何
,

共性如何
,

都不情楚
。

这就是课题
。

如果从形制和测音

这两方面进行研究
,

能够得出一个科学的结

论
,

就可以大大充实早期音乐来化史
。

山东还有个值得注意的地区
,

就是滨海

地区
。

这
妈一带正式发掘很少

, “

文革
”

前有一

些普查
,

查到钟
、

锌于
、

搏三种
,

形制
、

花

汉 与别地不一 样
。

如果莱火是在海边
,

那这

法否与莱夷有关 ? 这是值得探讨的又一个问

座
。

现在公布材料的有海阳嘴子前一号基出

上编搏两个
,

编钟五件
。

只有这么一批科学

发掘的乐器
,

其他都是普查的东酉
。

但它们

均具鲜明特色
。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

(四 )秦
·

汉

老实说
,

这超出我的知识范围 了
,

只好

勉为其难
,
把自己耳濡目染的一些东西介绍

给大家
。

秦汉时期
,

山东是重要的经济文化区
,

经济文化十分发达
,

文献记载秦始皇的三十

六郡中
,

好几个在这里 ; 汉代好多个郡
、

好

多个封国也在这里
。

音乐考古方面也见到一些报道
。

比方海

阳曾发现一件虎纽婷于
。

从图示上看
,

我认

为它不会早于汉
,

它和沂水刘家店子春秋中

期墓锌于
,

给娜于起源于山东说增添了两条

物证
。

有早期的
,

又有晚期的
,

就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课题
。

莱西岱野西汉墓中出土明器瑟
。

瑟在南

方(如湖南湖北 )就出土许多
,

两省馆藏上百

件
,

数量是惊人的
。

要知道它是木器
,

保存到

现在很不容易
。

但为什么北方就那么少 ?莱西

出土虽是明器
,

但既有明器
,

就必有真正的实

物
。

这可用大量的汉画象石 来 证 明
。

嘉 祥

武氏祠
、

滕县微子墓
、

汉上孙家村
、

济宁两

城山
、

沂南古墓等诬象石上的瑟的图象
,

即

其适例
。

其中一些图象与湖南
、

湖北楚汉古

墓所出实物完全吻
「

合
,

都是四
“

柏
”

四岳式
。

济南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杂技乐舞陶俑

群
,

能说明很多何题
。

就乐器方面来看
,

其

中有编钟
,
有建鼓

,

还有侧放在架子上的小

鼓
。

这小鼓究竟应该叫什么名字 ? 我国古代

的小鼓很多
,

文献记载有应
、

肇
、

棘
,

到底

应该叫什么 ? 值得研究
。

就乐队编制或乐队

组织来说
,

也可 以写文章
。

其它乐器也有不

少文章好做
。

比如陶瑟
,

可以和前面提到的

明器瑟相互参证
,

还可 以跟其他地方出土的

实物瑟
、

跟汉画象石上的图象进行比较研究
。

还有临沂银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帛画里面鼓

瑟的图象
,

都可以综合起来研究
,

看看山东

的瑟跟南方瑟究竟有什么差别
。

这些研究还可 以帮助我们识别汉画象石

的琴瑟
。

有关汉画象石 的很多报告和报道大

多说里面有琴
,

很少提到瑟
。

这琴是什么样

的琴呢?有这样的图象 (图四之A )
,

把它叫 做

琴
,

大概还比较可信
;
还有一种图象(图 四

之B )
,

尾部有三个或四个小圆圈的
,

也把它

叫做瑟
,

大概就靠不住
。

无影山陶俑群所弹

的瑟上面就有四个圆圈
,

这圆圈就是
“

钠
” ,

所以它是瑟
。

可见要识别汉画象 石 中 的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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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应该跟出土实物对号
。

当然
,

也应该联

系文献记载
,

才能保证研究的准确性
。

比如

山东睡象石 中
,

有化妆老虎弹瑟的
,

若说是

弹琴
,

就恐怕不对
,

其实这就是汉赋中所说

的
“

白虎鼓瑟
” 。

曲阜九龙山汉墓里出土有磐
,

这磐是不

是实物
,

还值得研究 ; 还出土有埙
,

是鸟形

的陶埙
。

鸟形的陶埙后世区有
,

在南方
,

比
一

如四川也见到过
,

还有牛头 哨
。

联 系 起来
二

看
,

也可以对埙的历史进行新探讨
。

早的
,

一

据苏北邢县大墩子遗址的埙可 以 推 断 山 东

有
;
稍晚的

,

有姚官庄埙 ; 再晚些
,

有两周

时期的
,

还有汉的
。

联系起来看
,

它们中间
‘

应该没有间断
。

这样
,

山东地区的埙 的发展

史
,

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

如果 加 上 民 族
‘

学
、

社会学 的研究
,

多学科交叉研究
,

恐怕

成绩就更大些
。

汉画象石是山东的一个骄傲
。

根据现在

出土情况看
,

汉画象石比较集中在 四 个地

区
,

山东
、

苏北是其中之一
。⋯
其他如陕北

、

晋西北地区
,

(河南 )南阳
、

(湖 北)襄 樊地

区
,

四川的江北
、

合川地 区
。

-

山东
、

苏北地区出土的汉画象石约占全

国的一半
,

数量惊人
。

而山东本 省 又 约 有

与。肠左右出 自鲁南的济宁地区及其北的临沂

地区
。

因此山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

对

在济宁和临沂地区工作的同志来说
,

宝在眼

前
,

大有可为
。

当然汉画象石有 它 的 局 限

性
,

局限于墓葬
。

而能有这样墓葬的
,

决非

一般老百姓
。

所以它的阶级局限性 十 分 明

显
,

都属社会上层
、 ·

统治阶级
。

但另方面有

它的完整性
,
它不象有些古文献记载那样零

散
,

而是集中的
,

把它整个生活所涉及的主

要范围
,

全都刻画下来
。

音乐不过是它整个

生活的一部分
,

是墓葬石刻反映的死者生前
_

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

此外还有一个可 以期

望的方面
,

这就是它还有相当大的潜藏量
。

我相信将来还会不断出土
,

并且不仅是数量

上
,

恐怕内容上也会有新的突破
。

国内发现的汉画象石 中
,

要算沂南画象

石涉及音乐的内容最多
。

沂南墓的年代
,

比

较多的人认为是东汉或东汉晚期
。

沂南古墓

不但内容丰富
,

还有个最大的特点
,

就是图

象清晰
,

比较细致
、

比较具体
。

象这样既完

整丰富
,

又清晰具体 的发现
,

迄今还没有见

到第二个
。

当然
,

孝堂由
、

郭氏石祠和武氏

墓群石刻在过去是了不起的
,

但它们不是科

学发掘的
。

还有不少画象石弄得很零散
,

如

何复原
,

也是有待进行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

解放 以来
,

山东省汉画象石的发现范围

扩大了
,

沂南
、

临沂
、

安丘
、

济南
、

肥城
、

诸城等地都有重要的发现
,

可惜我们多未见

到正式的发掘报告
,

.

都是简报
。

将来正式报

告出来
,

才能放心地使用这些材料
。

山东现

在大概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县市
,

即六十多个

县市都发现了汉画象石
,

这在全国来说是首

屈一指的
,

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
。

其中大部

分集中在济宁到临沂一带靠南地区
。

为什么

出在这些地方? 一方面因为靠山
,
有石头

,

有材料
;
另方面有这种经济 力 量

、

文化 力

量
,

《史记》
、

《汉书》
、

《后汉书》等文献对这

个地方有详细的记载
,

什么郡
,

什么国
,

出

产什么
,

封谁在此
,

谁在这里世代相袭
,

都

有
。

再有很多汉赋
。

研究画象石不能丢开汉

赋
。

有些东西如果和汉画象石对照起来
,

可

以求得较为确切的解释
。

象
“

鱼龙曼衍
” ,

过

去 了解得很抽象
,

一看沂南的画象石
,

有化

妆成龙的
、

有化妆成鱼的
,

有化妆成鸟的
,

在那 儿耍百戏
,

就容易理解了
。 “

白虎鼓瑟
,

苍笙吹旎
” ,

过去不太清楚
,

一看山东 画 象

石
,

有这种化妆表演
,

就明自多了
。

过去有

人认为那只是想象之词
,

现在看来
,

当时有

钱人确有这种文化娱乐
。

画象石 的年代
,

据现有的材料看来
,

大

概是从西 汉晚期到东汉末期
,

也就是纪元前

60 年左右到纪元后 2 20 年左右
,

年代跨 度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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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它三个地区的年代跨 度 大

致相对应
。

说明这是当时有钱人家
、

权贵和

巨商富贾们的风尚
。

关于其巾的音乐内容
,

虽然有些研究
,

但多是停留在文献考证上
。

从音 乐 史 角 度

看
,

还是不能满足我有}的期望
。

因为这种考

证的结果多是笼而统之
,

大而化之
,

搁在哪

里都能用
,

未必全都可取
。

真理 总 是 具 体

的
,

不但要认识它的共性
,

更重要的是认识

它的特桂
。

音乐学研究
,

应该着力从音乐特

性上去研究
,

研究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

独

特在哪里
。

举个例来说(这有点象望文生训
,

提供给大家参考
,

帮助开拓思路 )
,

瑟在汉画

石中与人身的比例
,

综合起来看
,

大概有人

身一半长
,

50 帕到60 肠的样子
,

而在一些四

川画象砖上
,

却长好多
,

约为身长的三分之

二
。

这是什么道理 ? 这就是个研究课题
。

这

不仅是尺寸问题
,

关系到乐器学与乐器地理

学问题
。

又如
,

沂南古墓画中的笙
,

尺寸很大
,

约为人的长度的三分之一 以上
。

(图五)一般

竿是不是最早出现在山东 ?有没有这种可能全

再如
,

汉画石里有好多建鼓
,

下面一般

是个老虎座子
,

总有两人在旁边击鼓跳舞
。

大家注意建鼓下面有两个圆的
,

这是乐器还

是什么装饰品 ? 有的还带个提 梁
,

它 是 小
,

鼓
,

是旁的乐器
,

还是其他东西了 (图六 )
。

的笙能 有 这 么 长

吗 ? 没有
。

不少考

古文章和考古报告

里说它是笙
,

其实

它应该是大型的笙

一
竿 (

“

滥 竿 充

数
”

的竿 )
。

把这个

图象与马王堆出土

的竿去对照
,

正好

相符
。

上面也有飘

带(也叫绦 )
,

嘴子

也是长的
,

吹法也

一样
。

这就有研究

头了
。

究竟是马王 图 五

堆的早还是这个沂南古墓画象石的早 ? 是从

哪里传到哪里 ? 齐宣王时的滥竿充数不是有

可信的文献记载吗 ?我们不妨进行一番遐想
,

图 六

以上几个例子
,

恐怕我们一时解答不了
,

那就以后再一起来研究解决吧
。

汉画石里面有许多是表现乐舞的
。

其中

有些现在常常解释为七盘舞
、

建鼓舞之类
。

建鼓舞在文献上没有什么反映
,

七盘舞有
。

还有其他的乐舞
,

现在也说不清楚
。

这也是

一个课题
。

从文献记载看来不止这两三样
,

名 目很多
,

所 以很有研究余地
。

还有百戏
,

就是杂技
。

有的项目很好解

释
,

比如跳剑
、

飞丸
、

高恒 (绳技)
、

寻撞(顶

竿)等等
,

这些是常见的
。

有的叫不出 名 目

来
。

举例来说
,

汉画象石和济南无影山陶俑

群
,

里边都有一个赤身裸背
、

丑陋不堪的矮

胖子
,

作滑稽状
,

他究竟是做什么的 ? 是值

得研究的间题
。

他与当时的徘优 有 没 有 关

系 ? 是否与说唱表演有关 ? 现在还不能得到

定性的解答
,

也很少有人进行这方面探讨
。

从某种情况看
,

他又带有指挥性质
,

处于指挥

地位
,

但现在无法确定
。

这也是一个难题
。

至于歌唱
,

这比较多
。

一般都一手笼耳

听回音
,

从民族学的调查可以证明是歌唱
。

歌唱有的是击掌为节
,

这是比较清楚的
。

乐队的组织和乐器的组合是一个课题
。

我们不能根据汉画象石百分之百地认定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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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队就是这几件乐器构成
。

它只 是 一 种 象

征
、

代表而已
。

它的瑟就画那么两三根弦
,

你能说当时瑟就是两根弦或三根弦吗 ? 肯定

不是
,

只是示意而已
。

乐队的情况和编制都

同此情况
,

千万不能认为就这几件乐器构成

乐队
。

要结合文献进行研究
。

我们现在看到的乐器有三 类
:

打 击 乐

器
、

吹管乐器
、

弹弦乐器
。

打击乐器 中建鼓是最常见 的
,

还 有 小

鼓
,

还有蜚(就是拨浪鼓 )
,

还 有 编 磐
、

编

钟
。

还有一种乐器
,

不知叫什么
,

拿在手上

敲
,

有的说是征
,

有的说是铎
。

到 底 是 什

么
,

没法说
。

它只是隐隐绰绰的形状
,

不仅

要结合文献
,

还要结合考古材料来研究
。

吹管乐器 以排箫为最多
。

还有一种相当

于洞箫的东西
,

有人说相当于竖笛
,

这个名

称不见于典籍
,

不能作为正式名称
。

它的构

造相当于现在的洞箫
。

洞箫一类乐器早 已有

之
,

汉画象石这个是不是洞箫呢 ? 现在还有

不同说法
,

‘

这也是个题目
。

还有挽
,

比较少

见
。

山东没有见到典型的境
,

南阳有
。

它的

旎有一个嘴子
,

横吹(图七 )
,

上面嘴子古代

也是一个谜
。

山东和其

他地方的画象石里有少

量的这种双管乐器
,

我

怀疑它是管
,

这种怀疑

是否对
,

请大家指教
。

如是
,

那还要追究一下
,

是外来的
,

还是固有的 ?

据 《诗经》来看
,

西周

末年 己出现这个名字
,

图 八

图 七

叫翘
,

这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

山东很少见
,

有的象
,

要等将来看了原石
,

才能确定
。

提

出这么个问题
,

请大家注意
,

汉画象石里究

竟有没有旎 ? 我相信应该有
。

’

还有一种东西
,

是 双 管 (图 八 )
,

拿 着

吹
。

究竟叫什么 ? 它与古埃及
、

希腊壁画中

的奥洛斯(A
u lo s

)一样
。

希腊的奥洛斯 是 从

埃及传来的
。

据中国古文献记载
,

有一种叫

做
“

管
”

的乐器
,

是
“

并俩而吹之
” 。

它是不是

管 ? 文献上的管至今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定性

发现
。

《诗经》里总是箫管并举
,

其他一些先

秦文献也常提到管
,

就是没有考古发现
。

这

即公元前八
、

九世纪左右
。

如呆可信的话
,

那不 比希腊晚
。

管的历史研究也是一个课题
。

还有一种乐器也没法定
,

光见两手捧着吹
,

吹的什么玩艺儿也不知道
。

有的人说是埙
,

这种说法可取
。

但确否
,

待证
。

弦乐器有瑟和琴
。

瑟是很清楚的
,

山东

地区好多瑟头上都带圈(即
“

柄
”

)
,

两个圈
、

三个圈
、

四个圈的
,

肯定是瑟
。

不带圈的
,

象武梁祠荆柯刺秦王
,

拿的东西那么短
,

而

且放在大腿上
,

可能是琴
。

比瑟小一点
、

窄

一点的可能是琴
。

那么
,

筑有没有 ? 《战 国

策》说齐国首都之民
“

无不
” “

击筑
” ,

看 来 筑

好象也是北方的乐器
。

山东南邻的连云港西

汉墓出土一个漆仓上有击筑图象(图九 )一人

左手持筑柄
,

右手持棒敲奏
。

我相信山东汉

画象石也会有反映
。

希望大家去发现
二

图 九

山东秦汉以后不是没有出土 音 乐 文 物

了
。

比如邹县朱檀墓出土的
“

天海风涛
”

琴
,

上面有重要的题铭
,

说是雷威制的
,

这在古

琴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物证
。

限于我所知
,

时间也到 了
,

就此打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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