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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晋南朝音乐文化研究》的研究采用的是第一种途径，即文献研究的方法。
其中对东晋南朝时代的流行新声——吴声和西曲音乐形式、演唱形式的研究，就是立足于音乐视角的
研究。
笔者并对乐府文学中音乐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进行了学术思考，涉及乐府诗体式与音乐的关系，曲调传
唱与乐府文学的关系，以及关于乐府文学研究中“音乐视角”的思考。
总之，通过这些研究，意欲突出乐府艺术、乐府文学在东晋、南朝音乐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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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清，女，1972年出生，回族，山西大同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乐府文学、
汉魏六朝文学。
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湖南省教育厅项目2项，发表乐府学研究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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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晋南朝音乐世家考察
二 东晋南朝乐伎研究
三 东晋南朝音乐观念研究
四 东晋南朝音乐制度研究
五 东晋南朝用乐类型研究
六 东晋南朝乐器研究
七 东晋南朝音乐文献研究
八 东晋南朝音乐表演形态研究
九 东晋南朝音乐文化背景与乐府文学研究
十 关于乐府文学研究的学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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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平御览》引述《古今乐录》中关于《莫愁乐》的记载也与《乐府诗集》引述内容不同。
《乐府诗集》引述的《古今乐录》《莫愁乐》的内容并未涉及歌曲本事，而是关于这支舞曲在梁前和
梁代表演形式、表演人数变化情况的说明。
《太平御览》所引的那段内容很接近《旧唐书》中的记载。
但这并不能说明，《古今乐录》就没有关于《莫愁乐》本事内容的记载。
正因为《乐府诗集》对《古今乐录》的引用是一种引述的形式，可能不是完整的记载，也可能在语言
上经过了改动，所以，不能简单断定《古今乐录》没有《莫愁乐》的本事记载。
　　除这几条外，《太平御览》卷五七三“歌部”还记载了《古今乐录》关于四方之音、许由之歌、
季历之歌、文王之歌、庄子之歌的本事及歌辞。
比较前面几条记载，这几条是更为详尽的歌曲本事，形成歌曲故事或歌曲传说，并且，还附录了歌辞
内容。
但这些歌曲本事其实都出自后人的附会，特别是歌辞，显然为后人所造。
当然，歌曲本事不同于历史，有许多都出自附会。
《太平御览》引述《古今乐录》的内容有些显然是不可靠的。
刘跃进就指出，《太平御览》卷五六五“乐部”所引隋代牛弘吹律管以察知政事的内容，显然是不可
信的，智匠不可能记录隋代之事。
可见，《太平御览》引述《古今乐录》歌曲的内容有些是不可靠的。
如果同时在《乐府诗集》中也有相似的引述，那就可能证明其可靠性。
如果仅仅是《天平御览》的引述，还要作认真的判断。
　　尽管对《太平御览》引述《古今乐录》的部分内容存疑，但从引述的内容来看，《古今乐录》较
为重视对歌曲历史和歌曲本事的描述。
歌曲有徒歌，有乐歌，所谓四方之音的兴起其实描述的是早期的徒歌的历史。
徒歌作为艺术歌曲的开端，被视为艺术歌曲的源头。
对歌曲的叙述，其实就是对徒歌在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给予了肯定，这是对沈约《宋书·乐志》
记叙歌曲历史这一内容的继承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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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乐府文学，以及它所依托的乐府艺术，是汉唐之间中国音乐史、音乐文学史上的重要遗产。
对于乐府文学的研究，只有建立起音乐的视角，遵循文献学、音乐学、文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才可
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还原”乐府文学的发生形态，揭示乐府文学的成因。
因此，有关乐府文学形成中的种种音乐文化因素，就成为乐府研究的必要内容了。
应该如何看待乐府研究中的音乐视角？
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吴师提出的“乐府学”研究框架中，包括了三个层面(文献学、音乐学、文学研究)、五个要素(曲名、
曲调、本事、体式、风格)，建立了乐府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我个人的想法是，音乐学研究应包括内部音乐研究和外部音乐研究。
内部音乐研究，更接近纯粹音乐本体的研究，包括曲调、曲式的特点，也包括曲调传唱和演变等。
外部音乐研究，则是更为宽泛的音乐文化研究。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更接近乐府艺术、乐府文学。
总之，音乐文化是乐府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王志清编著的《东晋南朝音乐文化研究》是对东晋南朝音乐文化进行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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