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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音高标准器形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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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介绍中国声学史的一个新材料 :一组可以作为汉代弦线式与管式音高标准器使用形制参考的东

汉乐俑 ,该乐俑现藏上海博物馆 ,值得进一步关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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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学是古代中国最为发育的学科之一 ,也是中国科学史

中内容最丰富的学科之一。有国外学者甚至形象地说“中国

是声学的国家”[ 1 ] 。自上古时期开始 ,中国人就十分重视声

学知识 ,历代王朝都把音乐提到很高的位置 ,制礼作乐成为

国家制度 ,系统研究乐律和乐器也取得很大成功 ,由此带动

对声音本质以及其他声学现象的研究。从《史记》开始 ,二十

四史中绝大多数都将音乐声学的理论问题 ———律学列为专

门的篇章加以讨论 ,不但对相关乐律数据进行国家级标定 ,

有些甚至还将律学和历学的内容并为一章 ,认为“律历之数

乃天地之道”[ 2 ] 。可以说 ,中国古代延续数千年没有大的间

断、始终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自然科学领域首推音乐声学 ,

古称律学。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人最早发现了三分损益律制

下的管口校正规律[ 3 ] ;也表现为明代朱载　系统发明十二平

均律的理论和物理定音设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清代学者

徐寿关于律管发音管口校正的讨论 ,曾被英国著名科学杂志

《自然》发表 ,它应该是迄今我们所知中国人在《自然》杂志上

发表的第一篇科学文章[ 4 ] ,这也说明 ,在近代中国科技全面

落后于西方世界的时期 ,音乐声学依然是中国可以和世界先

进科技对话的自然科学领域。

声学研究的实践基础 ,是创制可以确定标准音高的音高

标准器 ,应用于音乐实践的音高标准器又称定律器。中国古

代的音高标准器有两个大类 ,一是弦线式音高标准器 ,一是

律管类音高标准器。根据古籍记载 ,古代早期弦线式音高标

准器的代表有“均钟木”、“准”等等 ;根据现有研究结论 ,公元

前 6 世纪 ,中国人就发明了调音定律用的弦线式音高标准

器 ,古称“均钟木”[ 5 ] ;然而 ,由于这种音高标准器为木质结

构 ,很难持久保存 ,直到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器 ,才为我

们推断均钟木的真实形态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参照。秦汉以

后 ,这种弦线式音高标准器多称为“准”、“弦准”或“律准”。

值得指出的是 ,古代欧洲也出现过类似的弦线式音高标

准器 ,和中国古代弦线式音高标准器不同的是 ,欧洲古代的

音高标准器大多只有一根弦 ,而中国古代的弦准却有多弦 ,

不但可以用于调律定音 ,也可以用于实际演奏。到了汉代 ,

关于弦线式音高标准器的记载就较为详细了 ,《后汉书·律历

志》中明确写道 ,“准之状如瑟 ,长丈而十三弦 ,隐间九尺 ,以

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 ,下有画分寸 ,以为六十律清浊

之节”。这里所说的 ,是京房创制的律准。自此以往 ,不断有

学者创制新的弦线式音高标准器 ,但多以京房准为参考。

汉代声学发展的另一重大成果是对管式标准器形制的

确定。管式音高标准器 ,就是古代的律管 ,简称管。汉蔡邕

(132 - 192)在《月令章句》中即明确说明“律 ,率也 ,清浊之管

也”;又说“律者 ,清浊之率法也 ,声之清浊 ,以管之长短为

度。”[ 6 ]中国古代用于定音的律管 ,一般由十二只竹管或铜管

组成 ,一端为吹口 ,一端为开口 ,中间无音孔 ,十二只中最长

的一支作为基音 ,名为黄钟。事实上 ,司马迁早在《史记》中

就曾写道“武王伐纣 ,吹律听声”,由此可见 ,律管的实际应用

时间可能更为久远 ,在武王伐纣的公元前 11 世纪 ,应该就已

经是律管较为流行的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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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 ,虽然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律管的记载不计其

数 ,但迄今为止考古界发掘出的律管并不多见。湖北江陵雨

台山楚墓出土战国中期竹制律管残损严重[ 7 ] ,长沙马王堆出

土的一套律管虽然十分齐备 ,但却仅仅是用于随葬的明器而

非当时真正的律管 ;上海博物馆藏有新莽无射半端残缺青铜

律管一只。因此 ,可以说 ,我们一直没有获得关于汉代律管

的较为准确完备的形象化认识。

古代中国人之所以既要弦线式音高标准器 ,也要管式音

高标准器 ,目的还在于扬长避短 ,以弦定律 ,以管定音 ,二者

结合 ,就可以既准确地通过律管确定出基音高度 ,又可以通

过弦准确定其余各律音高。

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 ,中国古代这两种简洁的音高标准

器 ,长期以来一直只闻其名 ,难窥其全貌 ;有幸的是 ,在上海

博物馆珍藏的众多古代雕塑实物中 ,我们发现了一组汉代乐

俑雕塑[ 8 ] (如图所示) ,全组雕塑共两件 ,保存非常完整 ,陶土

烧制 ,造型优美 ,工艺精湛 ,标定年代为东汉 (公元 25 - 220

年) ,正是汉代音高标准器全面成熟的时期 ,这一组雕塑为我

们了解当时两种主要音高标准器的基本形制及使用状况提

供了一个较为接近历史原貌的实物参考。

该组乐俑馆藏编号分别为 75959 和 75960 ,系上海博物

馆征集 ,为典型四川出土东汉模制陶俑[ 9 ] 。二俑均为泥质红

陶 ,从服饰和造型风格上看 ,当为一对。俑 75959 为抚瑟俑 ,

头戴三花饰冠 ,着交襟深衣 ,跽坐 ,瑟为长方形 ,横置腿上 ,并

没完全写实 ,故瑟面不见弦、柱 ,但可见首尾岳山与蘑菇状弦

枘 ,瑟底可见二垫足 ,俑人右手拨弦后仰起 ,左手正在抚弦。

凝神屏息 ,神态端详。俑 75960 戴翘角圆冠 ,衣着坐姿与抚

瑟俑同 ,双手持长箫 ,作按孔演奏状 ,长箫上端接口 ,俑人神

情欢悦。从陶俑人物面部表情可以看出 ,他们正陶醉在悠扬

的乐音之中。无论是抚瑟女童灵动的双手 ,还是吹管男童端

庄的姿态 ,无不透散出古代中国人对礼乐制度的无限崇敬。

值得说明的是 ,从吹箫者的手势看 ,他手中的管似乎具

备音孔 ,然而实际的雕塑上又没有写实性的音孔 ,由此可见 ,

这一组雕塑已经具有一定的抽象特征 ,虽然不是汉代弦线式

音高标准器和管式音高标准器形制的精密参照物 ,但其栩栩

如生的造型 ,却为我们了解汉代这两种声学仪器日常的使用

方法以及基本形制 ,提供了近乎真实原貌、迄今为止可见到

的古代遗存实物中较为近似的一个参照。有这组乐俑为依

据 ,汉代弦准和律准的基本形制及使用状况也就不难想象

了。

和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浩如烟海的乐律学记载相比较 ,

中国古代定音设备的实物遗存目前还不十分丰富 ,这一组乐

俑雕塑在历史年代、保存状况、对现实反映等众多方面 ,都为

中国古代音乐声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形象参考 ,诚为一

份不可多得的中国科技史料。与此同时 ,利用考古实物、雕

塑及图像资料进行科学史研究 ,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渠

道 ,我们期待能够由此发掘出更多新的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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