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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国艺术研究》是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自2005年立项，至今已经六年多。
这六年多的时间中，我和要登同志做出了艰辛努力，付出了不少心血。
在这漫长的梳理和研究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齐国艺术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既有厚
重丰富的艺术理论，也有绚丽多彩的艺术成果，对齐国艺术的研究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在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以全方位的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地对齐国艺术成就与
特色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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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少昊是继太昊之后东夷族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对东夷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少昊的代表乐舞是《大渊》。
《帝王世纪》载有“少昊作乐日九渊”，《路史·后纪》也有少吴“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
。
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日《九渊》”的记载。
大渊、九渊，是指现在的渤海，也是当时先齐时期东夷人的居住地。
因此，以齐地地名作为乐舞命名的《九渊》，源于先齐地区无疑，是先齐时期舞蹈艺术的重要成就之
一。
 先齐时期的舞蹈艺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虞舜所创作的《韶》乐舞蹈。
舜是东夷族人，并为东夷部落的首领。
《孟子·离娄下》有“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的记载。
后舜被尧举为继承人，摄行天子之政。
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史记》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的明确记载。
他为了用乐舞教化民众，创作了乐舞《韶》，史称《箫韶》。
《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作《大韶》之乐。
”《帝王世纪》也载：舜命“夔为乐正，神人以和，龙为纳言，出内惟允。
⋯⋯庶绩咸熙，乃作《大韶》之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吕氏春秋·古乐》也载有：“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由此可见，舜《韶》的主要内容是用来歌颂帝舜的圣德。
由于舜《韶》的主要伴奏乐器用“箫”，所以称之为《箫韶》。
乐舞《箫韶》因为有9个段落，又称为《九韶》；其中“歌”的部分包含多段，又称《九歌》；因结
构复杂而又丰富多变，所以又叫《九辨》。
也有学者认为舜《韶》的内容分为9个章节，是对黄帝至虞舜“九世功德”的歌颂。
 《韶》乐演奏的时候，乐队演奏着形似凤翼的排箫、凤凰展翅的乐曲。
人们头戴面具，装扮成鸟兽的模样，载歌载舞，寓意黄帝或虞舜以德治国，政治清明。
整个乐舞的结尾，一只巨大的凤凰从天而降，堂上堂下，百鸟朝凤，展现出一个凤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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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齐国艺术研究》力求客观全面地反映齐国艺术门类及其特色，对于某些专题的研究论述，亦是一孔
之见，权当抛砖引玉，为从事齐国艺术研究的专家更进一步深入探究齐国艺术的丰富内涵搭建一个平
台；对广大齐国艺术爱好者而言，则为全面了解齐国艺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知识框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齐国艺术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