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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古代，诗与歌（包括舞）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现存的远古歌谣，无论是《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还是《尚书大传》中记载的《击壤歌
》，莫不是发自于人口的歌唱。
《吕氏春秋》还生动地记载了古代音乐歌舞的表演情况：“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
阕：一日载民，二日玄鸟，三日遂草木，四日奋五谷，五日敬天常，六日达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
总万物之极。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人很早就由此人手展开了关于艺术起源等问题的探讨。
《毛诗序》日：“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
”《礼记?乐记》则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在中国古人看来，诗与歌（包括舞）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起源于人类的内心受到外物的感动，
由此而形成美妙的声音，有时候还要配以身形的舞蹈，这就是“乐”。
　　无论中国古代这种艺术起源观是否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我们都不可否认它里面包含有部分的真
理并且有相当的科学性与深刻性。
这种艺术起源观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开化初期就已经形成，并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其中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这种艺术起源观认为“乐”虽然发自于人类的内心，但是却根源
于人心受外物的感动。
人类在“乐”当中之所以会表现出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情绪，则是因为受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影响，
正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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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艺术生产理论，在认真梳理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对当时歌诗艺术生产和
消费的实际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
从时代风尚、帝王推动、礼制需求、经济促进和歌诗表演性等方面入手，深入细致地探讨了魏晋南北
朝歌诗的创作背景、生成机制、特定内容、艺术品格以及对中国诗歌产生的重要影响，揭示了文学史
上一些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是一本颇具创新性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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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我们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乐府官署的演变和经济发展对歌诗的影响，并从存世史料和存世
的歌诗作品两大方面人手，把魏晋南北朝歌诗的发展分为曹魏西晋、东晋南朝、北魏、北齐北周及隋
代四个阶段，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被以往文学史家普遍忽略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社会各阶层歌诗艺术
创作、演唱和消费的盛况，对各个历史阶段歌诗艺术的发展实况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基本勾勒出
了魏晋南北朝歌诗艺术发展演变的轮廓。
从中可以看出：　　朝廷礼乐的需求是歌诗艺术繁荣的重要前提。
汉末大乱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礼乐的变化集中体现在西晋和梁代。
东晋和宋、齐，使用的是曹魏时期创制、西晋时期改造和完善的雅乐。
梁代立国后，梁武帝又对这一雅乐体系进行了重新改造。
至于北朝，或承汉魏旧仪，或学习南朝.变化不大。
就西晋和梁代礼乐与歌诗艺术的关系而言，包括祭祀、朝会雅乐等朝廷雅乐的发展，是歌诗艺术兴盛
的重要原因。
　　宫廷王室与贵族世家的歌诗消费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帝王和贵族们的喜好乃是促进歌诗
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之一，这是四个历史阶段的普遍规律。
从上述大量实例的分析我们看到。
歌舞娱乐和歌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重要的精神消费对象，而历朝帝
王和贵族恰恰是最有能力消费这种精神产品的人。
由于封建时代的文人和艺人大都依附于朝廷和贵族，他们的创作、表演并不具备自足性。
而魏晋南北朝历朝的帝王、王公贵族中，都有一大批歌诗和歌舞表演的爱好者和沉迷者，正是他们的
存在，为歌诗艺术的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直接促进了文人和艺人的艺术创作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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