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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作者萧涤非)是“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之一，全书包括了乐
之起源与先秦乐教；乐府之界说与分类；论五言出于西汉民间乐府不始班固；鼓吹铙歌——论鼓吹与
铙歌非二乐；东汉民间乐府——论东汉乐府之采诗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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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汉书·艺文志》云：“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
哀乐，缘事而发。
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此汉民间乐府所由来也。
自今论之，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
其文学价值之高以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
后人每标举汉赋以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非知言也。
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唐诗宋词元曲，皆所谓一代之音乐文学也。
今举“不歌而诵”之赋与之校衡，亦为不类。
善夫《通志·乐府总序》之言日：“诗者，人心之乐也。
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
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
乐府之作，宛同风雅！
”真卓见也。
《诗薮》亦云：“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
过之！
后世言诗，断自两汉，宜也。
”此岂所谓“似不从人间来”之辞赋所能比拟哉？
《乐府诗集》列《相和歌辞》一类，其中“古辞”，即为汉世民间之作。
所谓“相和”者，《宋书·乐志》云：“相和，汉旧曲也。
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又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
》之属是也。
”《古今乐录》云：“凡《相和》有笙、笛、节、鼓、琴、琵琶七种。
”按《汉书·礼乐志》：“初，高帝过沛，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
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
”此“相和”二字之始见者。
《志》又云：“武帝定郊祀礼，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
祠至明。
”又《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
”据此，则汉世相和歌法亦有两种：一为一人独唱，即所谓“执节者歌”，一则多人合唱也。
《相和歌辞》外，《杂曲》中亦间有民间之作，综计约三十余篇，当为汉乐府之精英，以其价值不仅
在文学，且足补史传之阙文，而使吾人灼见当日社会各方之状况也。
然在当时，则此种作品，地位似甚低，捂绅之士，悉狃于雅、郑之谬见，以义归廊庙者为雅，以事出
闾阎者为郑，故班固著《汉书》，于《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遗，而于此种民歌，则惟录其
总目，本文竞一字不载。
历五百年之久，至梁沈约作《宋书·乐志》，始稍稍收入于正史。
更历五百年，宋郭茂倩纂《乐府诗集》，始更有所增补。
然其散佚，盖亦多矣。
呜呼！
孔子定诗，首列《二南》，《论语》所引，《国风》为多，而两汉经生文人，乃弃此如遗，视若无睹
，三百年间，曾无专集，良可痛惜也。
汉乐“古词”，其正确之时代，本甚难断言，今姑就一己所见，依作品之风格，及有本事足征者，略
别东西，作一较有系统之叙述。
大抵西汉之作，朴茂直梗，东汉则趋于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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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斯以观，傥亦庶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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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为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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