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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考古重大发现———

“音乐宝藏”曾侯乙墓：
“爆款”的中华文明悦耳之音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来自“孔子时代”的音乐曾侯乙编钟历经两千多年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
文明再发现进程中，曾侯乙墓考古发现这个中国“国家宝藏”不断为人类谱写共同的“世界记忆”。

1977年9月，一支部队在随
州擂鼓墩平整山头、 兴建厂房
时， 偶然发现这座战国早期大
型墓葬。 1978年3月，以湖北省
博物馆谭维四为队长的考古队
开始实地勘察。 当年20岁出头、
现任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
研究馆员的冯光生也到了工地
上， 这是学音乐的他第一次接
触考古。

回忆曾侯乙墓打开的那一
幕， 冯光生依然难掩激动：“墓
葬打开，我看到的是一个200多
平方米的‘游泳池’，墓中全是
水。 但是，伴随着潜水泵的马达
声，水位缓缓下降，我和在场所

有人一样，完全惊呆了。 ”
让冯光生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从水中缓缓露出的一根木柱、
三层横梁，以及悬于梁下的一件
件青铜古钟。 水落钟出，他被深
深震撼：如此规模宏大、气势磅
礴、 数量众多的一套青铜编钟，
经历两千多年竟然屹立不倒，只
有两件甬钟掉到了泥中。

经过清理检测， 曾侯乙编
钟共有65件，编成八组，悬挂在
三层钟架上， 全套编钟总重量
2.5吨。

至今， 曾侯乙编钟仍是中
国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
律最全、 气势最为宏伟的一套

编钟。 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
式， 与配套的曾侯乙编磬，完
整、 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

“轩悬”制度，并与其他青铜礼
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
礼乐场景。

这些罕见的音乐文物中，
不仅包括曾侯乙编钟原件，还
有在曾侯乙墓同时出土的编
磬、琴、瑟、排箫、竹 等共九种
125件乐器。

随之而来， 关于史料中鲜
有记载的、 曾侯乙的故乡“曾
国” 也再次进入考古学家和史
学家的视野，“曾国之谜” 得以
层层剥开……

发现：震惊世界的礼乐场景

冯光生回忆说， 从甫一出
土， 这件稀世文物就被以一种
开放的状态进入研究者和公众
的视野。“从全国各地来的专家
云集随县，开展研究。 ”

早在曾侯乙编钟之前，包
括黄翔鹏在内的音乐文物专家
已经先后到过山西、 陕西、河
南、甘肃等地，对出土编钟进行
研究，并提出了“一钟双音”的
发现。 但是，这一新成果却每每
被斥为“无稽之谈”，没有人相
信在一件钟上会发出两个不同
的音。 直到曾侯乙编钟的出土，

中国先秦乐钟的“一钟双音”才
被世人普遍认可。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
架和挂钟构件上， 共有3700多
字铭文。 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
各钟所发音律及律调阶名，还
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
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
系。

音乐学家们发现， 曾侯乙
钟铭简直是一部成套的乐律体
系， 其中出现了十二律及其异
名达28个之多， 其中大多数早
已失传。 冯光生至今仍然惊叹：

“这是一部金光闪烁的乐律经，
足以改写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世
界古代音乐史。 ”

“曾侯乙编钟是轴心时代
音乐文化的高峰。 ”湖北省博
物馆研究馆员张翔说，曾侯乙
编钟不可辩驳地表明，在公元
前五世纪，中国已经有了十二
音系统， 具备旋宫转调的能
力， 有良好的音乐表现性能。

“一钟双音”及“十二律”的发
现，是中国人在公元前五世纪
为人类的音乐文化作出的伟
大贡献。

研究：“一钟双音”的乐律书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介
绍，1983年， 第一套曾侯乙编
钟复制件通过国家验收，达到
了“形似”“声似”的效果。 1984
年国庆期间，专门成立的湖北
省编钟乐团应邀赴北京，用刚
刚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的曾侯乙编钟复制件，为共
和国生日献上了首场大型民
族交响乐。

编钟见证着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重大事件，也拉近了中国
与世界的距离。 作为中国文化
使者，编钟出访和出演已涉足
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外国
领导人还亲自演奏过。

1997年香港回归，作曲家
谭盾创作大型交响曲《一九九
七：天地人》，曾侯乙编钟以雄
浑深沉的乐声走上世界舞台；
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
的音乐，以曾侯乙编钟的原声
和玉磬的声音，制作了“金玉
齐声”“金声玉振”的宏大而庄
严的颁奖礼乐……

2018年7月， 国际博物馆
协会乐器和音乐收藏委员会
代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的乐器部主任伊丽莎白·
布莱德利女士迎来了她与编
钟的“第二面之缘”。 她对记者
说，“编钟是世界人民了解中
国古代音乐最好的途径之一。

它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
方式， 保存了人类的音乐记
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记忆遗
产。 ”

近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公布了随州枣树林墓地
考古发掘成果，两组曾国国君
以及夫人并穴合葬墓的发掘，
填补了春秋中期曾国考古的
空白。 近10年来，湖北不断有
关于曾国的考古新发现，迄今
为止共确认曾国13位带有私
名的曾侯， 有名字的国君21
位。 关于曾国的考古与研究仍
在继续……

谈及对曾侯乙编钟的后
续研究， 当年的考古领队、年
近90岁的谭维四在病榻上告
诉记者，音乐考古和音乐文物
的研究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尤
其是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去
支持，把曾侯乙编钟的问题研
究透，这就是我的希望。

作为曾侯乙编钟的出土
地，目前位于湖北随州的擂鼓
墩古墓群遗址正在加快建设
擂鼓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
且即将启动曾侯乙墓遗址脱
水修复保护工作，编钟青铜古
镇和国际乐器交易城也有望
在此落成。

/新华社 资料图片来自湖
北省博物馆

开放：响彻中外的文化交流“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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