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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吴、两晋和南朝（宋、齐、梁、陈），是文化史、艺术史上引人注目的时代。
对于六朝这一段以南方为主的中古历史行程，许多当时动人的诗篇歌赋，以及后人的津津乐道，都为
广大读者所熟悉，引发出朦胧而柔美的无尽思古幽情。
仅仅说到当时江南绮丽的风光，就足以令人心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还有“干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山川自
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更不用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及“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等。
　　“魏晋风流”、“名士行径”，也是令人艳羡的人文美谈。
文士们流连山水，追求物我同一，沉浸于自然之美。
金谷集宴，兰亭修禊，“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后人每恨不能参与，忝陪末座。
名士们个性突出矛盾毕现：阮籍狂谲而守礼法，“口不臧否人物”待人却分“青眼”“白眼”；嵇康
刚直而又浪漫，“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临刑索琴而弹“气静神安
”的却是同一人；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却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所以他要
弹无弦琴，“但求其中意，何劳指上声”；王子猷让大将军桓伊为之吹笛，奏罢各自东西，主客不交
一言，何等旷达真率。
从表面看，名士们飘逸倜傥，内热急需“发散”，但他们心中其实揣蕴深藏着何等的悲凉哀苦，不紧
贴其肝肺，实难得其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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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六朝的具体情况而言，东吴与东晋、南朝的外部对立力量有所不同。
东吴与魏、汉三分天下，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结果，因此东吴是分裂割据政权之一，但根本的文化命脉
并未发生危机。
东晋、南朝，则与五胡十六国及北朝相对峙。
面对北方游牧部族蹂躏毁灭的巨大压力，被迫退守江南以求偏安的东晋，名义上是晋朝的延续，衣冠
礼乐多取晋朝，以此体现政治文化的连续性。
在少数族人占中原、北方各族持续冲突混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南朝能够同北朝抗衡对峙，江南遂成
为汉文化保存发展的重要地区。
华夏文化命脉，得以较完整保存延续于江南，在南方发扬光大，并回流影响北方，这在中华文化史上
极其重要。
与江左文艺出现的繁荣盛况相比，北方十六国文风衰竭，可谓文化沙漠，百余年间既无卓著之文人，
也无可称述之作品。
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族政权逐渐走向封建化，北魏孝文帝等大力推进改制和汉化。
除依靠永嘉乱后留存北方的部分士族大姓所保留的汉晋文化外，更重要的就是吸收和利用南方文化的
北传，北方文艺才呈现上升之势。
尽管历史不宜假设，但若没有东晋的偏安和南朝的存在，没有它们与北方各族政权的抗衡对峙，就没
有华夏文化正统在南方的保存维系和回流北方，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很有可能在这一
危难时刻被倾覆，与其他古老文明～样遭遇灭顶之灾而严重断绝！
　　另一方面，割据江南的东吴，偏安江左的东晋、南朝，也吸收、发展了南方自古以来的荆楚、吴
越等文化遗产。
南亚东来的佛教文化，以及各种渠道传来的东亚、中亚、西亚的外来文化，在这里与华夏传统文化发
生冲撞和交融。
在北方民族文化大混融之际，促使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水平也超过北方地区，最终促成华夏文
化“正统”的确立。
　　从音乐文化上讲，作为“九代之遗声”的清商乐，既代表着汉魏西晋等历朝宝贵的音乐遗产，又
融合《西曲》、《吴歌》等南方音乐，对后世影响深远，被隋唐尊为“华夏正声”，成为隋唐文化繁
荣的重要基础和主干成分之一。
因此，尽管六朝音乐文化富有地方特色，南方各朝的艺术创造也丰富、发展了华夏优秀传统，但严格
地讲，六朝的音乐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音乐文化，也不仅仅是南方六朝文化成果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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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察研究六朝音乐文化，我们主张对“六朝时空”持广义宽泛理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需
要在这里稍作说明。
　　范文澜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通史简编》（现改称《中国通史》），曾指出西晋灭亡后，黄河流
域在少数族的统治下，长期遭受严重破坏。
而公元317年东晋元帝在建康立国，至公元589年隋灭陈，前后共272年，汉族在长江流域所建立的政权
，抵抗了少数族的南来蹂躏，是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看作分裂和割据”。
　　这一观点，非常精辟，极富启发意义。
东晋以降各朝，其统辖地域虽均以南方为主，均建都于南方。
但它们都是汉族政权，应视为中原汉族政权的偏安和延伸，是统一王朝政治体制的压缩和传承，不能
看成是普通的分裂、割据政权，看成普通的地方政权。
　　比政权的延续更重要的，是汉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传统得以保存延续。
东晋及南朝的建立以及礼乐文化的重建，对汉民族和华夏精神文化传统的保存发展，影响甚钜。
东晋南朝一直被北方汉族士庶和少数族人视为“正朔”之所在，视为传统中原朝廷和汉文化的代表，
这是不能把东晋及宋齐梁陈视为分裂、割据政权的更强有力的理由。
　　从中华文化艺术史的总体高度看，民族和民族文化血脉的保存延续，其价值和意义远远高于王室
政权的延续，远远高于一姓一氏统治权位之保持。
对任何民族而言，现实的政治往往是暂时的，而文化才是长久的。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很早就把文化的认同，看得比种姓血统的认同更重要，对文化的重视甚至超
过对族类的重视。
《论语》曾说“礼失而求诸野”，唐朝韩愈《原道》阐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的见解，就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和发展。
也就是说，自先秦以来，凡接受华夏文化的部族，无论原为何部族何群体，均可视为我之族类；而华
夏之人若放弃其传统文化，转而接受其他部族文化者，就会被视同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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