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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乐钟命名-乐悬概念体系-乐钟观念定位
###试论青铜乐钟的三个问题

张!法

摘!要# 殷商乐钟无自名'被学界主流命名为铙'也有著名学人命名为庸'从青铜乐器由虞夏时代的铜铃到殷商时代的
编铙,庸-到西周以后的编钟来看'铙是从铃的角度去看而得出'庸是从钟的角度看而得出'在铃 铙或庸 钟的演进中'庸
更能体现殷商乐钟的本质特性* 乐悬概念由簨虡&肆堵&宫 轩 判 特组成'三组概念不但每一后者都可包含前者'而且
具有从夏到商到周的时代演进意义* 青铜乐钟在最初进入以鼓磬为主体的乐器体系时'被定义为阴阳体系中的阴* 随
着其入主中心'其性质转为阴阳兼有且阴阳互含而灵活圆转*
关键词# 青铜文化+殷商乐钟命名+乐悬概念体系+乐钟观念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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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青铜乐器)发端于陶寺!尧舜"时代和
二里头!夏初"的铜铃)到殷商时代殷墟的编铙
!庸"和南方的大铙!镛")形成基型)西周在殷商
编列的基础上形成乐悬制度)乐悬的演进在春秋
末战国初达到顶峰)然后退出历史舞台, 这里有
甚多的问题, 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有很多成就)还
有甚多尚未解决和未曾提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
研究, 这里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 一是作为青铜

发展重要阶段的殷商乐钟的命名)以及由之而来
青铜乐器的演进逻辑架构+二是青铜乐钟演进到
西周形成乐悬制度)言说乐悬制度概念体系究竟
是怎样的)主要关系到三组概念)簨虡-肆堵-宫
轩 判 特形成的言说体系, 三是青铜乐器进入已
有悠长历史的远古乐器体系之时)在远古的阴阳
观念体系中)是作为阴来进行定义的)随着青铜乐
钟的入主乐器中心和观念中心)这一最初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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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修正)这是一个从未被提出)而对于理解青铜乐
钟与文化观念的关系)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 殷商乐钟的定名与青铜乐钟的演进逻辑

青铜乐器的演进)从二里头的铜铃到殷墟编
铙!庸"和南方单件大铙!镛"的双线发展)到西周
编钟体系的出现和'钟(的概念产生)完成了音乐
器形和文化观念的转变, 铃与钟是演进的起点和
终点, 殷代青铜乐器是其中段, 对于此段的青铜
乐钟)器上无自名)文献乏记载)罗振玉释为铙)容
庚解为钲)郭沫若定名为铎-镯+陈梦家拟名为
'执钟( !罗振玉 #)')容庚 )$")郭沫若 ()"-
($%)陈梦家 '')")还有殷玮璋称'早期甬钟(,
以上命名的思路)铙-钲-铎-镯是从铃着眼)执钟-
早期甬钟则是从钟着眼, 目前学界主流依罗振玉
之说为铙)如王子初-高至喜)还有王友华等, 然
而)李纯一-方建军)还有陈荃有等乐学名家)则认
为应为庸!细分则中原的编铙称编庸)南方的大
铙称镛",!

究竟是叫铙好还是叫庸好)这就关联
到青铜乐钟的历史演进和理论性质,

从历史上看)青铜乐钟从铜铃中产生出来,
$广雅&释器%曰*'钟)铃也()正合于讲钟的起
源, 铃)考古上从 $KKK 年前在北到内蒙-南到湖
南-东到山东-西到甘肃的广大地域皆有发现)包
括西北仰韶文化从早期到晚期)东方从北辛文化
到大汶口文化)南方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
正乃早期中国形成前的三大文化,"

张冲把陶铃

分为四期)以主流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早期和中
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晚期)而在第四期)陶铃
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
巅峰!张冲 "'")铜铃也产生了出来)并入主文化
和仪式的中心, 如果说)在乐器与文化的共进中)
最初是磬占有仪式中心)继而是鼓进入仪式中心)
那么)铜铃产生之后)因其带着青铜的重要性)而
占有了与鼓相同的核心位置)旂铃具有了与旗鼓
一样的重要地位)后来文献中的 '和铃央央(
!$诗&周颂&载见%"-'锡鸾和铃( !$左传桓公
二年%"-'朱旂二铃(!毛公鼎")都应自这一时期
开始, 鼓是集体性的)巫王击鼓引出集体性行动)
铃则是个人性, 刘心源讲*'铃字从命)古文令命
通用,(#

铃传巫王之令而象征了巫王的权威, 铜
铃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从陶寺!尧舜时代"到二

头里!夏王朝")有鲜明的体现, 两处的铜铃都出
土于高级墓葬之中, $尉缭子&勒卒令%讲了铃
进入军事上的观念体系*'金-鼓-铃-旗)四者各
有法, 鼓之则进)重鼓则击, 金之则止)重金则
退, 铃)传令也, 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
奇兵则反是( !#''", 五帝时代)各方并起)万国
林立, 铃也有多样的形态)并发展出自己的体系)
在考古上)张冲把史前陶铃分为无甬铃和有甬铃)
无甬铃有N- G- <型)N有 " 亚型)G分 ( 亚型)<
分 $ 亚型, 有甬铃也可分有顶和无顶两型)有顶
又有 " 亚型!张冲 #'#"#", 进入铜铃阶段)在
文字上有* 铃-镯-钲-铙-铎等字, $说文%释
'铎(曰*'大铃也,(释'铙(曰*'小钲也,(段玉裁
注$说文%'钲(曰*'镯-铃-钲-铙)四者相似而有
不同(!许慎 #"(K", 这透露出了铃在起源和发
展中的多样性, 从铃铎和钲铙有大小的区别)显
出铃有多样性的体系!如段玉裁注'钲(时讲的
'$周礼%言铙不言钲)$詩%言钲不言铙(", 铃与
令和钲与正的关联)呈出铃在文化中的性质, 铃)
令也)关联到上天之命和巫王之令, 钲)正也)关
联到遥远的中杆传统)$说文%释'钲(有'上下
通()这正是中杆仪式天人相通的传统, 同时又
具体为'令(的上下通, 钲之正和铃之令呈现的
是铃的观念体系, 镯)$说文%曰*'钲也()是从观
念的一般性上讲)如果从器形的特殊性上说)镯呈
现了钲的地域特征)镯中刻缕了地域性'蜀(的形
象!$说文%释蜀*'葵中蚕也, 从虫)上目象蜀头
形)中象其身蜎蜎(", 正如镯令人想起禹与蜀地
涂山氏的关系)铙令人想到与尧的关联, 总之)与
铃相关的字汇以片断的方式)透出了铃在从乐器
边缘进入仪式中心的过程中)关联着地域特色-器
形体系-观念体系的交织演进,

以上呈现的铃-镯-钲-铙-铎的关系)透出了
把殷商乐钟命名为铙)是从青铜乐器的起源###
铃###的角度去看而得出来的, 如果从青铜乐器
演进的终点###钟###的角度来讲)也许会让问
题清楚些, 杨树达说* 钟之初文是甬, 字形的演
进是从甬到銿到鐘,$

考虑到西周以后)钟下有甬
钟-钮钟-鎛钟三亚形)而周甬之形)柄在上口在
下)殷铙!庸"之形)柄在下口朝上)二者相反)甬
应来自西周钟定形之时, 从铃为起点到钟为终点
来讲)说由铃到铙到钟)强调的是铃与铙的相同
点)尤在二者柄皆下口朝上, 说由铃到庸到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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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庸与钟的相同点)重在二者在体量-音量以及
!更为重要是由编庸体现的"音列上, 从文字学
看)铙属于铃而庸属钟)因此以庸来称商代青铜乐
器)更能突显商代乐器在由铃为起点的乐器演进
中有了质的飞跃, 在本质上进入了青铜乐钟, 甬
为钟的初文)有着包含商庸在内的钟的观念内涵)

从甬字中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甬)金文有*

!颂鼎"- !师克盨"- !吴方彝")为物之构

型)以竹为之曰筩)以木为之曰桶)以金为之曰銿)
从器物上看)金后起)銿在器形和本质上应当借鉴
了筩与桶)从乐器来讲)即借鉴了竹乐器管龠和木
乐器柷敔)从本质上讲)甬的本质是中空)甬之
'空(兼有和无两种性质)空而盛有)可为'容()空
而含气可为'通()空皆有气)天地一气)万物形体
各异而本质相同)因此)甬为'同(, 甬与中国观
念的本质联系了起来, 李孝定讲)甬与用同)%

$说文%曰*'庸)用也,(甬之用乃与空-气-通-同
相关的器的本质之用)而非仅器的形-质-料-异相
关的现象之用, $说文%释'用(曰*'可施行也,
从卜从中(, 中讲是与中杆关联的天地之空和在
空中的气的运行, 卜则是从天地运行中体悟的天
地的规律, 銿由金而来时)与管龠柷敔相关但又
超越了竹木之甬)而具有了自己的本质, 这就是
'庸(, 因此)用庸来指商代青铜乐器)形成铃 庸

钟的演进序列)不但有李纯一$庸名探讨%举证
的甲骨文的支持)更在于可以更好地体现青铜乐
器演进的观念内容, $广雅&释器%从铃的角度
来统包括钟在内的青铜乐器*'镯-铎-钲-铙-钟)
铃也()&

是由前向后看)且契合着五帝至夏的时
代特点, 佚书$古今乐录%则从钟的角度来统包
括铃在内的青铜乐器*'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
类也* 曰钟-曰镈-曰錞-曰镯-曰铙-曰铎( !许坚
等 '&) 引")是由后向前看)且适应于两周的时代
特点, 但这两种概括里)殷商乐器被弱化而甚模
糊)虽然两者中的'铙(应都内含殷商内容, 以铃
庸 钟作为演进过程的命名)其好处是)兼顾了青
铜乐器发展的三段)并使之明晰化* 在铃阶段)是
铃-镯-钲-铙-铎)在庸阶段)是庸和镛)在钟阶段
是)甬-钮-鎛, 用庸来命名商代乐钟)既在实物器
形上)突出商钟与周钟的关系)强调二者的本质关
联)又从文字音韵上强调了商钟与周钟的观念关
联, 这样)青铜乐器演进三阶段的特点得到了突

出* 从陶寺!尧舜"到二里头!夏代"的铃)尚在非
钟之铃的阶段)殷商的庸)真正具有了钟的性质,
进入到了钟的阶段, 此阶段又分为两种形式)一
是殷墟之编庸)二是南方的大镛, 前者的创新是
编列)重点在音)后者的创新是体大)重点在形,
虽然)殷商时代标志着青铜乐器在音乐和仪式两
个方面都进入了钟乐阶段)由于北庸与南镛的差
异)最终走向何方尚不清楚)王友华指出甲骨文的
不少的字* 庚-康-南-唐-■-商-用//!王友华
#"##%"都与进入到本质性的青铜乐器相关, 殷
器无自名)古字呈多名)漏透了钟乐演进的另一
面)到西周时南方与北方皆进入'钟()钟皆形为
编列)南方大镛受编列的影响而相继产生了甬钟
和纽钟)加上商末就在南方产生鎛)进一步向特鎛
和编鎛演进)钟的类型展开为甬-钮-鎛, 青铜乐
钟才真正进入定型, 总之)把殷商乐钟命为庸
!镛"不但突出了其作为乐钟的特性)还在形成青
铜乐钟的演进关节即铃 庸 钟的概念中)彰显了
三个阶段的特点, 这一对殷商青铜乐钟如何命名
的问题)应为当下写青铜乐钟史的学人所关注和
思考,

二( 青铜乐悬的概念体系#
簨虡(肆堵(宫 轩 判 特

!!从殷商时代殷墟编庸和南方大镛的二分)大
镛呈现为镛与镈两种类型)到西周初年大镛在与
编列的互动中升形出甬钟)镈在保持特镈地位的
同时)与编列的互动而变形出纽钟, 甬钟-纽钟-
镈钟都进入编列)透出的是)在青铜乐钟的历史演
进中)'编列(是历史潮流)正是一种历史的内在
逻辑)使大镛改变器型成为甬钟)进入编列)镈钟
自我重组)跃入编列,

编列之潮的产生)在于青铜乐器以编庸为核
心重组音乐!编钟音乐"和重组文化!祖庙文化",
在音乐上包含两个方面演进* 一是编列的演进)
由殷商的 ' 编列到西周的多编列)二是因编列的
增多)编列的放置由殷商乐植到西周的乐悬的演
进, 乐悬是编列发展的结果)同时又给编列的发
展规划了新的方向, 可以把商庸的编列称为植鸣
编列)呈现的是庸口朝上的乐植)可以把周钟的编
列称为悬鸣编列)彰显的是钟口朝下的悬鸣, 悬
乐的新结构)以两套新术语体现出来)从编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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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安排讲* 肆 堵)从政治对编钟结构的规定
讲* 宫 轩 判 特,

这两套术语又是建立在夏代以来的簨虡这一

术语的基础上的, 因此)乐悬术语从体系来讲)要
加上簨虡才算完整, 青铜乐器还处在铃的阶段
时)由横杆!簨"竖柱!虡"结构而成的簨虡!乐
架"只与磬鼓相关!夏初祖庙仪式中的编列)最初
由磬鼓构成", 铃演进为庸)簨虡由悬挂磬鼓扩
演到放置编庸!在商文化的核心区殷墟"和大镛
!在商时代处于文化边缘的南方地区")就商文化
的整体而言)庸镛成为祖庙仪式中编列的主体或
核心, 庸演进为钟)植庸演为悬钟)钟成为簨虡的
主体!钟及其展开的甬-纽-镈成为编列的主体",
肆堵是讲在簨虡钟架上编钟!及其相关乐器"的
悬挂组合)宫 轩 判 特是这一悬挂组合在室内形

成怎样的空间结构, 因此悬乐制度要呈现的)就
是由)第一)作为悬挂编钟的挂架簨虡!即能悬之
架"+第二)簨虡上编钟的组套和数量!即所悬之
物"+第三)由悬挂着一定数量的簨虡)形成室内
空间的具体结构* 占据四面的为宫悬)占据三面
的为轩悬)占据两面的为判悬)只占一面的为特悬
!即由悬之架和悬之物组成的悬面", 理解了这
一基本结构)就可以对自汉代以来就出现分歧的
'肆堵(进行解释了,

由于周代悬乐有一历史演进过程)各地文化
具有语言差异)当秦汉以后学人对之进行总结之
时)对肆堵的解释甚有分歧, 如果不死求术语本
义如何)而重在通过术语把事实讲清楚)那么)可
以如下解释* 编钟一组!由之也可推及编磬一组"
称之为肆)编钟!或编磬"挂在纵横结构的簨虡
上)编组数小!如西周初期三件一组")横簨只一
层即可)编组数大且不止一组)如曾侯乙多枚成
组)共八组)呈现为横簨三层)簨虡一架)无论其簨
是一层还是多层)构成平面空间)都称为堵, 正如
贾公彦疏$周礼&春官&小胥%曰*'云堵者)若墙
之一堵(!$周礼注疏% $K$", 可以说)肆是编钟
成!编列之"组的基本单位)突出的是钟的组合,
堵是由簨虡形成的面)面中簨可一层或多层)虡则
是稳定的竖立结构)由此)郑玄注$周礼&春官&
小胥%曰*'一簴谓之堵(!$周礼注疏% $K$", 堵
即空间中的一面, 总而言之)肆堵讲的是所悬之
钟!编列的组与数"与悬钟之架!簨虡不同层级"
的组合, 强调组合里的编列之钟)可称肆堵)强调

组合里的钟架)可称簨虡, 在簴即堵即面的基础
上)展开为乐悬的宫 轩 判 特结构)即$周礼&
春官&小胥%讲的*'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
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郑玄综合郑众其他人
的解释进行解说曰* 宫悬即东西南北四面皆悬)
轩悬即东西北三面悬)判悬即东西两面悬)特悬则
只在东方一面悬, 因此)肆堵)主要是编钟之组与
簨虡之面的关系)宫 轩 判 悬则是簨虡悬钟形成

室内空间各面的置呈结构, 汉唐学人用西周的肆
堵和宫 轩 判 特两套术语去总结从西周到春秋

末 )KK 年来的乐悬制度)在一肆有多少钟)一堵有
多少肆)轩悬应是哪三面-特悬应在哪一面)产生
了不同说法乃至相反意见)任一定义都会出现与
考古材料不合的情况)在于乐悬制度是西周在夏
商祖庙仪式和青铜乐器合一的音乐体系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总结出的一个原则* 就
是由编列构成组)组构成堵)堵在室内空间的四面
应何展开, 而一肆由多少件钟构成)一堵由多少
组钟构成)堵的几面应怎样的编组或加上其他乐
器构成)则由现实的具体情况而定, 这具体情况
关系到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自身的演进, 就编钟
而言)就有西周初的 ' 件钟一组)到西周前期晚段
的 ( 件钟一组)到西周后期和春秋早期的 * 件一
组)到春秋中期的 & 件-#K 件-## 件一组)还有 *
�* 的两组一套或 * �* �* 的三组一套)以及 &-
#K-## 的多组一套//正是在组的构成件数增多
的演进中)肆堵和宫 轩 判 特的具体内容都在进

行着改变, 这一演进和改变还包括作为悬乐结构
的主体乐器在配置上的演进)如西周中期)编磬和
镈纳入进乐悬之中)继而形成了* 单用甬钟-编甬
编磬合用)编甬编磬镈的组合的三个等级!王清
雷 #))#)$", 西周后期纽钟产生之后)呈现了
三种组合形式* 一是甬钟里 * �* 的组合)二是甬
钟 * 与镈钟 ' 的组合)三是甬钟 * 与纽钟 * 的组
合!王友华 #)(", 进而言之)如果说)肆堵只涉
及一面)是就主体乐器之钟而言)而讲一面以上)
就有钟之堵与磬之堵的关系)以及钟磬与曾经紧
密关联着簨虡的鼓的关系)还有钟磬鼓与其它乐
器的关系, 这样)肆堵和宫 轩 判 特是悬乐的基

本结构)这一结构代表着青铜乐器进入音乐和文
化核心的最后完成, 这一完成是与由夏开始到商
到周的政治等级制演进的完成)即西周封建制
!天子-诸侯-大夫-士的政治结构"的完成)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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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内容上相适应的,
从术语本身讲)悬乐制度的三套基本语汇)簨

虡-肆堵-宫 轩 判 特)又内蕴着历史的演进)簨
虡是从夏代就开始的祖庙仪式中心的乐架)即
$礼记&明堂位%讲的*'夏后氏之龙簨虡)殷之崇
牙)周之璧翣( !$礼记正义% &(&", 只是簨最初
是悬植磬鼓的)殷商的编庸产生后)簨虡就与乐钟
结合起来)形成肆堵, 殷墟编庸三件一组)簨一层
虡一堵就够植列一肆)因此)只用簨虡和肆堵两组
概念就可以了)也可以只用肆堵就包括了簨虡在
其中, 但西周以后的编钟)不但钟的体系展开的
甬-纽-鎛)而且编列也不断发展)这样只是肆堵或
簨虡加肆堵就不够用了)于是宫 轩 判 特的空间

结构术语产生了出来, 宫 轩 判 特的编钟空间

结构)不仅是一种艺术结构)而且是一种政治结
构)四面宫悬是天子的威仪)三面轩悬是诸侯-三
公的符号)两面的判悬是大夫-卿的标志)一面特
悬为士所专用, 因此)青铜乐钟从簨虡到肆堵到
宫 轩 判 特的艺术形式演进)内蕴着夏商周的政
治制度演进,

三( 青铜乐钟在文化观念
体系中的定义与变化

!!青铜乐器是后起的)它进入到原有的乐器体
系之中)会被原有体系根据本有结构和新器性质)
给予观念的定位, 这一观念体系包括甚多的内
容)但最重要最根本最简明的是从伏羲时代就形
成体系的远古阴阳观念, 青铜乐器从最初之铃
始)被定性为阴, 从铃到庸)则进入到亦阴亦阳的
灵活之位)由庸到钟)最后基本上完成了由阴到阳
的转变, 这样)钟带着三种传统* 阴-阴阳圆位)
阳, 当编钟消隐之后)钟作为乐器在多样功能中)
根据具体情境可作灵活运用)由之也产生了在钟
的定位上的不少的观念困惑, 在远古的由铃到庸
到钟的演进中)钟的观念演进却与时代主流思想
的演进紧密相关,

青铜乐器最初之铃)包括相似的镯-铎-钲)与
领导者或领导机构的令有关)令无论是政令还是
军令)都具有威严和刑杀之性)在阴阳体系中属
阴, $乐记&魏文侯%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
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礼记
正义% ##"%", 铜铃产生的虞夏时代!从陶寺到

二里头")社稷是仪式中心)社是与天相对的地)
地属阴, 铜铃进入虞夏乐器体系时)鼓磬占有中
心位置)鼓在乐器体系中已经被定为与雷相同)是
属天的天鼓)与地相对, 雷最为重要是的春雷)它
开启一年的季节)因此)鼓被定义为春分之音, 钟
进入乐器体系与鼓相对)鼓为天则钟为地)鼓为春
分之音则钟为秋分之音, $荀子&乐论%曰*'声
乐之象0//1鼓似天)钟似地(!珗谦 '*'", $说
文%释'鼓(曰*'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
出)故为之鼓,(释'钟(曰*'乐鐘也, 秋分之音)
物穜成,(从方位上讲)鼓为春)其方位是东)钟为
秋)其方位是西)$白虎通&礼乐%把八乐与八方
相配时)也是'鼓在东方0//1钟在西方(,'

可

以看到)在阴阳体系的几大重要方面)钟都是按照
阴的性质进行归类和描述的, 当将这些性质进行
动态把握时)仍然强调的是钟的阴性之质)$白虎
通&礼乐%曰*'钟之为言)动也)阴气用事)万物
动成)钟为气用)金为声也)镈者时之气声也(!陈
立 #"$", 在远古图像体系中)鸟飞于天属阳)兽
走于地属阴)$穆天子传%!卷六"讲到图像体系时
说*'鸟以建鼓)兽以建钟( !'$", 由此可以理解
最初的编庸纹饰以兽为主)特别是最初南方大镈)
虎的形象占有突出地位)虎既为兽又在西方还与
刑杀相连)都内蕴着观念体系上对钟的定义,

当铃演进到庸)从乐器体系来讲)编庸入主乐
器的中心)以'编(的方式展开自己+从与乐器体
系相关的观念体系来讲)祖庙进入仪式中心)与社
坛形成一种新的关系)祖庙与社坛的关系)就其大
者而言)第一)社坛为久远传统是先妣)为女为阴)
祖庙为新近的建构是先祖)为男为阳, 第二)在祖
庙产生前)社坛结天地妣考为一体)以女以阴为
主)祖庙产生后)先祖与天地相连)但更重天道)殷
商的先祖被想象和定位在上帝的左右, 以阳为
主, 第三)在祖庙与社坛的结构中)祖庙与仁德相
连)社坛与刑杀相关)$尚书&甘誓%曰*'用命)赏
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正义% #%'", 而由
铜铃演为编庸)是为祖庙中心的新秩序而进行的)
祖庙在观念体系中属阳属仁属爱)服务于祖庙的
编庸也开始了由阴向阳的转化, 历史上和现实
中)任何重要事物)要从一种曾被定义固化过的性
质转向一种新的性质)都是非常复杂曲折的)青铜
乐钟的性质转变也是如此)从文献上遗留的一些
片断看)这一转变在逻辑上经历了如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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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钟本身扩大化)在这一扩大的过程
中)使钟在保持原有性质的同时)具有了演进目标
应有的性质, $管子&五行%曰*'昔黄帝以其缓
急)作立五声)以政五钟, 令其五钟* 一曰青钟大
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日黄钟洒光)四日景钟味其
明)五曰黑钟隐其常, 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
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
生(!黎翔凤 *$)", 这里钟形成了一个与五行相
关的体系)虽然此段话只讲了钟在色彩上与五色
相关)但在远古的关联型思维和五行体系中)五色
又是与五方四季德刑等观念紧密相关, 五种里至
少青钟和赤钟属阳)与春和夏相关)与东方和南方
相连)从而具有了阳的属性)可以从阳的性质和角
度来予以定义和言说, 更重要的是)钟的体系与
天地人体系相关)是用来正天时!四季的整体"-
人位!以祖庙为中心的政治整体")而让'天地之
美生(,

其次)让钟进入到普遍性的本质之中)从而能
以超越阴阳而又兼具阴阳的方式来定义和言说

钟, 这就是从春秋时代墨子$非乐%中提出的整
个乐器体系)是让人快乐的)到荀子$礼论%中提
出的'礼!音乐作为礼之器"者)养!即使人舒服"
也(!珗谦 '($", $墨子非乐%曰*'大钟-鸣鼓-琴
瑟)竽笙之声0//1耳知其乐也( !珗谦 '%'",
$荀子&礼论%曰*'钟-鼓-管-磐-琴-瑟-竽-笙)
所以养耳也(!$荀子集解% '(%", 春秋战国的现
实演进)又正好把以钟鼓为主体的乐器体系作为
享乐物品来看待成为现实)且举两例* $史记&楚
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 令
国人曰* 4有敢谏者)死无赦,5伍举入谏)庄王左
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司马迁 #%KK",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窝放其宫室)
作之咸阳北阪上0//1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
入之(!司马迁 "'&", 这里)钟鼓以及以钟鼓为
主体的乐器)与美人一样)是用来享乐)令人快乐
的, 在阴阳体系中)喜乐属阳而悲伤属阴)把以钟
为主体的乐器体系定义为在本质让人快乐和让人

愉悦的东西)从而就使以钟为主体的乐器体系与
阳的观念关联了起来,

最后)当青铜乐钟在殷商编庸和大镛成为乐
器的主体)入主以祖庙为核心的仪式中心)并在西
周春秋时代展开为甬 纽 镈体系后)在方方面面
互动演进中)以钟为阳和以阳论钟已经成为一种常

态)乐律经过管龠和琴瑟的互动演进而在编钟时代
跃上一个新的阶段)形成十二律的过程中)作为乐
器体系核心和主导的钟)进入了乐律的命名, 在东
西南北各地域以自身的方式和方言形成十二律的

互动中)最后是$吕氏春秋&音律%的命名胜出)成
为普遍性的乐律之名, 而这胜出的乐律是受到乐
钟的巨大影响的)如清人李光地$古乐经传&卷
四%所说'古人创律之后)又铸钟以象其声)$国语%
所谓度律均钟是也0//1十二钟之声由律而起)
十二律之名由钟则由钟而得也(!#'", 从律名上
看)只有四律与钟相关)但四律却有关键性的意义,
这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各律从低到高依次
为!同时也是由冬至开始的月份顺序"*

律名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应钟

月分## 月#"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K 月

!!夹钟是春季二月)林钟是夏季六月)应钟是秋
季刚完而冬季伊始 #K 月)黄钟是冬季的 ## 月)钟
在一年四季之中)既在春夏之阳)又是秋冬之阴)
正如在乐器上展开为甬钟-纽钟-镈钟一样)在观
念上展开为四季阴阳,

第二)$吕氏春秋&音律%讲十二律的相生顺
序是*'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
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
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
吕(!陈奇猷编 '"(#")", 这不仅在律数上具有
三分损益的数理规律)而且在观念上)黄钟为首)
黄钟在十二辰属子)为阴盛之极而又一阳来复的
冬至)由阴转阳是来年新生的开始, 所生林钟在
十二辰属未)$说文%释'未(曰*'味也)六月)滋
味)五行)木老于未(, 段玉裁注*'$律书%曰* 万
物皆成)有滋味也0//1$释名%曰* 未)昧也)日
中则昃)向幽昧也(!许慎 #'K)")讲物老而衰)由
阳转阴的开始, 生律顺序内蕴着阴阳互转的宇宙
的法则)因此)编钟内在的乐律体现的是阴阳运行
的音乐宇宙,

第三)十二律分六阴六阳)阳为律而阴为吕,

阳律 黄钟 太簇 姑洗 蕤宾 夷则 无射

阴吕 大吕 夹钟 中吕 林钟 南吕 应钟

!!牛龙菲认为)十二律的形成过程是先有阴吕)
后有阳律)阴吕中的三吕内蕴由管律而来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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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钟则关联着由编钟而来的新识, 三钟都属阴
吕)但黄钟不但为阳律之首)同时也成为新形成的
十二律之首!牛龙菲 &%##"%", 黄钟的观念渗
透于各律)其阴极阳生)阴阳转换的思想)是十二
律的核心, 而十二律内在地要求由黄钟又返回黄
钟的旋相为宫的观念)是中国乐律的核心, 当在
编钟乐律的演进中形成十二律时)钟已经由其初
生的铃的阴性演进成熟)升华到中国远古观念的
中心)而有了兼具阴阳和阴阳互换的圆转性质,
青铜乐器在由铃到庸到钟的观念演进)与编钟乐
器演进是互辅相成的, 十二律的形成和曾侯乙编
钟的产生)都闪耀着'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
也(!$礼记正义% $*$"的中国式精彩, 而钟在文
化的观念体系中)由以阴为主到兼有阴阳)透出了
某些中国文化观念演进的内在理路,

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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