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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曲词发生史》以一部学术专著的形式来专门探索词的起源发生问题，同时第一次系统提出词体
并非起源于民间而起源于宫廷、词乐并非源于燕乐胡乐，而是新兴声乐曲子的产物的观点。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为一部精要的魏晋南北朝至盛唐的音乐史、乐府史、声诗史；下部分自
李白词为开端，迄于温庭筠的词体写作。
论证了在唐五代这个历史时期之内，曲词的本质属性乃为宫廷文化；曲词发生于宫廷，而由士大夫诗
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因此具有两大基本要素：其一，为其宫廷文化的特质，其二，为士大夫诗
人的特质，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并贯彻于唐五代曲词发生的始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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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木斋，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陶渊
明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教授，韩国全南大学邀请
教授。
其《宋词体演变史》获得吉林省第八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
获得学术界热评，2002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连续播放其《唐宋词体的演进》(上下集)的学术讲
座，2005年以来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完成《唐宋词体演变史》与《曲词发生史》
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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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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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词创作 第五节 《菩萨蛮》和《忆秦娥》：借词体抒发个人情怀 第八章 王维李白在曲词写作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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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第十章 白居易刘禹锡与元和长庆时期的诗词写作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新乐府运动对词史发生的影响
第三节 白诗与中唐家宴乐舞 第四节 白居易曲词写作的发生史意义 第十一章 温庭筠为词体发生史初步
完成标志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温庭筠倾力写词与李商隐不写词的原因 第三节 温庭筠乐府诗与飞卿词之
间的关系 第四节 飞卿词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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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
”“至武后时，犹有六十三曲”，尝试比较隋文帝时代，将清乐置于七部乐时候的情况：“清乐歌曲
有《杨伴》，舞曲有《明君》《并契》”，仅有三曲而已，歌曲仅有一曲，到武则天时代，距离梁陈
时代日远，对清乐的整理搜集工作也有了一定的进展，清乐毕竟是华夏民族之音乐，在江南，一定还
会有很多流传，因此，得到六十三曲，其中有《白雪》、《公莫》等三十二曲、三十七首歌诗，有七
曲“有声无辞”，有声无辞，不一定原本就无辞，丢失其辞也有可能。
可知，清乐就其主体而言，乃是声乐演唱的音乐歌诗形式。
“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浸缺，能合於管弦者唯《明君》《杨伴》《骁壶》《春歌》《秋歌
》《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
自是乐章讹失，与吴音转远。
开元中，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以问歌工李郎子。
郎子北人，学于江都人俞才生。
时声调已失，唯雅歌曲辞，辞曲而音雅。
后郎子亡去，清乐之歌遂阙。
”长安，为武则天年号（701～704年），说武则天晚年，朝廷不重视古曲，工伎浸缺，能合于管弦歌
唱的清乐曲，仅有《明君》、《春江花月夜》等八曲了。
从此，原有的曲目也开始讹失，讹失者，后者不够准确，以讹传讹，后者索性丢失，而且，由于对清
乐古曲的不重视，原本应该采用吴音来演唱的清乐，也逐渐不会用吴音演唱。
到了开元时候，刘贶提出，应该采用吴人，来使之传习。
当时仅有一位名叫李郎子的人，会用吴音演唱，李郎子也是北人，是和江都人俞才生学的。
以后李郎子亡去，清乐之歌就没有人会唱了。
当时的清乐声调已经失去，只能歌唱雅歌的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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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曲词发生史》是高校社科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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