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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吴大顺以我和许建中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再得博士后导师尚永亮教授的指教而完
成的一部著作。
大顺本来并不打算现在出版，而想继续修改完善。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他用力最勤的一本学术专著。
去年，大顺出版了他的《欧梅唱和与欧梅诗派研究》，这本《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则还置于案
头，还在继续修改。
我说：“如此修改下去，一辈子也改不完，因为认识总在不断提高，新的资料也在不断地发现，学术
研究本来就是没有句号的，先出版吧。
”如此，这本书总算面世了。
　　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近年来的专著和论文就有不少，成果不菲。
那么，这部著作有何新意呢？
我以为以下三个方面是富有新意和启迪意义的：　　其一，音乐文化与乐府歌辞的关系。
　　在这方面，本书的贡献之一是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魏晋南北朝宫廷乐府机构的历史沿革。
此前学界有关乐府制度的研究不少，但把魏晋南北朝宫廷乐府建制的历史沿革加以系统梳理的，还不
多见。
当初指导这篇论文时，要求大顺系统把握魏晋南北朝乐府机构及其音乐活动的历史沿革，以作全文论
述的基础，具体论述则未必需要将之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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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歌辞在文化属性上既有音乐文化系统的音乐意义，又有语言文化系统的文学意义。
目前，音乐视阈研究者较少关注歌辞在诗歌史上的特殊意义，文学视阈研究者较少关注歌辞文学特性
形成的音乐基础和特殊功能。
《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将魏晋南北朝“歌辞”置于当时音乐文化建构和具体音乐活动之中进行
考察，并由此探讨歌辞的音乐意义和文学意义，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史和音乐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全书由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建构史论和歌辞文化专题论两部分构成，共八章。
前部分重点着眼于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背景的动态的考察，后部分重点考察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生成
、消费、传播等基本生存状态。
视野开阔，资料详实，立论严谨，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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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大顺，男，苗族，1968年3月出生，湖南省保靖县人。
文学博士，副教授，怀化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1990年怀化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工作，1996年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获学士。
学位，2001年广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2005年扬州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湖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第九届青联委员、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屈原学会理事
。
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课题l项，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1项，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1项。
在《山东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　《求索》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
　《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与歌辞研究》获江苏省20Q6年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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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关系的生态考察结语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歌诗观与徒诗观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歌诗观与徒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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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研究范围和基本概念　　就研究范围言，本书稿限于魏晋南北朝，重点讨论的多是魏晋南北
朝时期歌辞生成、发展演进中存在的一些基本的、学术界研究尚不够深人的问题。
在对有些问题的源流作出梳理时，为了更加清晰地、系统地说明现象的历史流变、演进，会上溯先秦
两汉，下及唐宋。
　　本书稿使用“歌辞”而不使用“乐府”或“歌诗”，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其一，“歌辞”相对“歌诗”、“乐府”是歌唱之辞的最原本、最稳定，也是指称最全面的概念，更
接近研究对象的实际内涵。
其二，“歌辞”是与“歌曲”相对的概念，其指向是音乐的文本形态，这正符合本书研究的重点和意
图，即：音乐文化背景对音乐文本形式演进发展的影响。
虽然书稿讨论了很多音乐文化与音乐形式等问题，但最终指向的是歌辞文本形式演进中所涉及的基本
问题。
　　因此，本书稿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界定是：　　乐府：所有配乐歌唱之辞的总称。
其先仅指在乐府音乐机关中合乐演唱的歌辞，后来泛指一切配乐歌唱之辞，最根本的意义在其配乐歌
唱。
魏晋以后，文人按乐府歌辞拟写之作也称作乐府，是否配乐已不重要了。
　　歌辞：所有歌唱之辞的总称。
包括先秦歌诗、笙诗、舞诗，汉魏以来的相和歌辞、清商曲辞以及琴曲歌辞、讲唱歌辞、谣辞。
从演唱方式上可分为配乐歌辞与徒歌辞两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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