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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编辑，罗艺峰主编的《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日前
已经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本文集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西安音乐学院院长赵季平和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罗艺峰教授作序，收入国内外学者论文40篇，约70万字，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问题广泛，参与
学者不唯有音乐学家、也有舞蹈学家、音乐文学家，是在本领域里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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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巨资以至家破，为官者务在贪污，做吏者竞相剥削，贫贱者也变卖良田，等等。
因此，后人认为六朝乃一“声色之社会”、“家伎之时代”，并不为过。
史料对于这一特殊时期人们竞相蓄妓的情况也多有记载：如南朝宋人杜骥第五子幼文，元徽中为散骑
常侍。
“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
”颜师伯“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
所嫉”。
《南史·恩幸》亦载阮佃夫家中乐伎数十人，才艺、容貌当时无比，所穿戴的金玉、服饰，连皇室宫
女也比不上。
晋石崇家里的丝竹尽当时之选，所蓄著名歌妓绿珠美艳过人，吹笛、舞蹈、歌唱样样精通，冠绝一时
。
《宋书·武二王传》说南郡王刘义宣，家中房屋千余间，蓄养乐伎多达三千余人，供自己享乐。
可见豪门贵族蓄养私家伎乐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远超以往任何时代。
这种普遍蓄养女乐的现象，反映了礼乐制度破坏的时代，人们追求声色享受的狂热。
在这种情况下，音乐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艺术享受。
更有甚者，一些生活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的世家大族，因痴迷音乐，竟然违反国丧大
典的禁忌，躲在家中私奏女妓，追求悦耳之声。
由于南朝政权更迭，皇室势微，世家大族、割据诸侯把持朝政。
长期霸据一方的官僚，蓄养伎乐早已超出自娱、娱人需要，成为他们称霸一方、试图割据为王的象征
。
西晋末石勒为称帝，曾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
东晋末年慕容超与姚兴争乐，掳掠皇室太乐诸妓充斥于庭，供自己享用，并私设太乐，“简男女二千
五百，付太乐教之”以配合自己称帝野心。
南朝梁末时，侯景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以及钟虞宫悬之乐，一如皇帝之制。
可见他们发展乐伎是为了满足自己野心，标榜自己与皇室等同，以图称霸一方。
这种新的“礼崩乐坏”局面，一方面说明了六朝时期传统礼乐等级思想被摧毁；另方面也说明中央集
权格局被打破，皇权孱弱，世家大族地位上升，私家伎乐规模、水平大有提升，竞能与皇室宫庭相较
量，甚或在某些方面超过宫廷。
世家大族与豪强权贵阶层家乐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因政权更迭而流落在外的乐人伶工
。
如东晋末年，慕容超和姚兴竞相收集流散出来的太乐乐人、舞工。
桓玄纂夺帝位失败，他宫中的乐伎，以及他部属家中的乐伎，除被敌方俘获外，还分散四方，“东及
瓯越，北流淮泗，人皆有所获”。
以致东晋安帝隆安中（397～401），民间流传的《懊恼歌》曲中有“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抱”之句
，生动地描述了那些流散到四方的乐伎被人随意掠夺蹂躏的悲惨结局。
其二，各种民间艺人。
曹魏时皇室贵族就已注意从民间召集艺人，甚至每获女色，均留以付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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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汉·英·日》是西安音乐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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