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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本文是对唐段安节所著《乐府杂录》的专书研究。本文使用了文献学与音乐

史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乐府杂录》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该书记载的中晚唐时

期乐部、音乐机构、乐人、乐器和乐调等音乐史实。全文共分为《乐府杂录》的

文本结构、中晚唐的音乐机构、唐代中晚期的乐部组织、《乐府杂录》中记载的

乐人乐器、《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说五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

论文第一部分“《乐府杂录》的文本结构”考证了《乐府杂录》的作者段安

节的家世生平和该书现存版本状态，并用图表的方式展示了《乐府杂录》的版本

源流和文本结构。第二部分“唐中晚唐的音乐机构”，通过对唐代重要宫廷音乐

机构职能的变迁过程的考察说明唐末的宫廷音乐机构虽说已减缩，但是太常、教

坊、梨园(云韶院、仙韶院)这三大机构依然存在。梨园、仙韶院、云韶院皆是

教习法曲的机构，实为一体。第三部分“《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乐人、乐器”是

对《乐府杂录》中记载的本章的论述对象是《乐府杂录》记载的雅乐部、云韶乐、

清乐部、熊罴部、鼓吹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驱傩部九个乐部，推断出其

中的鼓吹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应为太常四部。第四部分“《乐府杂录》中

记载的乐人、乐器”统计了书中记载的全部乐工和乐器，探讨了乐器演奏家的师

承关系。第五部分“《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说”对比唐宋音乐文献，指

出《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二十八调中的特殊记载方式，综述了各家对《别乐仪识

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的认识。

关键词： 《乐府杂录》 中晚唐音乐机构乐部二十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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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Yue Fu Za Lu’’

Abstract：This article research object is a book named“YUEDUZALU”(《乐府杂

录》)by the Duan Anjie a official in the TANG Dynasty．“YUEDUZALU”is studies

the Tang Dynasty music history the important material and as the only monograph of

drum in china ancient books，is the important ancient book and record，This article is

to the“YUEDUZALU”special book research．

The divides article into 5 chapters：the first is text structure of“YUEDUZALU”，

the second is the Tang Dynasty later perind music organization,the third is the Tang

Dynasty later pedod music organization，the fourth is the musician and musical

instrument in the“YUEDUZALU”and the fifth is a picture for the Twenty-ei曲t

note．

KEY WORDS：“YUEDUZALU”，Tang Dynasty later period，Music organization，

Twenty—eigllt note

4



武汉音乐学院2004级研究生毕业论文 张磐‘乐府杂录》研究

绪言

唐段安节所著《乐府杂录》成书于昭宗即位(公元888年)至乾宁元年(公元

894年)之间。作者原序说：“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

府杂录》一卷。”该书是研究中晚唐礼乐制度、乐部编制、乐舞百戏的专门资料。

它详细记载唐代中晚期的乐部组织和唐玄宗以后歌舞、杂戏、乐器、乐曲及乐律

宫调，兼及一些音乐表演者及其逸事，是研究唐代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清钱熙祚在《乐府杂录》序中言及“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

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

府杂录》一卷。”段安节是以笔记形式将所闻所见唐朝中后期由盛转衰这一重要

历史时期的礼乐制度、乐部编制、乐舞百戏、乐律宫调以及乐工乐器个和民间传

说等所见与音乐相关的事迹记载于《乐府杂录》之中。

目前，对《乐府杂录》的相关研究有：任半塘先生曾提出“唐艺发微”的总

规划，列出包括《乐府杂录笺订》在内的十五本著作的写作计划，但至今只有《教

坊记笺订》面世。目前国内的专题论文主要将重点放在对于太常四部以及二十八

调音轮图等问题的探讨上。如张国强所著的《宋初教坊四部与云韶部关系考述》

(《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3期)、黎国韬所著《唐宋四部乐考略——兼论《云

韶乐》对宋队舞之影响》 (《音乐研究》2003年第3期)这两篇都是以《宋

史·乐志》所记载北宋教坊四部乐的形制来论述唐代太常四部。日本学者岸边成

雄所著的《唐代音乐史研究》以《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南诏奉圣乐》的文献

来推断太常四部。王小盾、孙晓晖所著《唐代乐部研究》也是在研究了《乐府杂

录》所记载的乐部乐部的基础上确定了唐代太常四部。

关于该书所载“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更是诸多前辈学者们的研究重

点。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是：罗蔗园所著的《(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笺

定》(《音乐研究》1959年第4期)：何昌林所著的《(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

图)校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1984年第1期)；岸边成雄著、

陈应时译的《唐俗乐二十八调》(《中国音乐》1983年第4期)；丘琼荪所著的《燕

乐探微》；何苍伶所著的《燕乐二十八调之谜》(《音乐论从》第6辑)等。虽然

《乐府杂录》中的“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已经散佚，但是|；i『辈学者们对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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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相关记录相当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特别丰富。虽然各家对于二十八调的认识

各执一词，但都强调《乐府杂录》资料的重要性。

本文是对《乐府杂录》的专书研究。本文撰写以《乐府杂录》为研究对象，

而不是取其某一个方面的单一研究，涉及文本中记载的的各个部分：雅乐部、云

韶部、清乐部、鼓吹部、驱傩、熊罴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歌、舞工、俳

优、琵琶、筝、箜篌、笙、笛、露篥、五弦、方响、击瓯、琴、阮咸、羯鼓、鼓、

拍板、安公予、黄骢迭、离别难、夜半乐、雨霖铃、还京乐、康老子、得宝子、

文叙子、望江南、杨柳枝、新倾杯乐、道调子、傀儡子、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

调图、平声羽七调、上声角七调、去声宫七调、入声商七调、上平声调，共46

个章节。

本文将重点研究《乐府杂录》所载唐代中晚期的乐部组织和唐玄宗以后歌舞、

杂戏、乐器、乐曲及乐律宫调，兼及一些音乐表演者及其逸事。本文以音乐史学

和文献学的方法系统考证《乐府杂录》的成书、乐部、乐人、乐器等相关音乐信

息并对《乐府杂录》存世的较多版本挑选比较好进行对比校勘。

由于目前尚未有关于《乐府杂录》的专书研究面世，所以本文借鉴与《乐府

杂录》研究相关的著作如任半塘所著的《教坊记笺订》，以及全面研究唐代音乐

史的岸边成雄所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杨曼玮著所著《唐代音乐文化之研究》、

孙晓晖所著《两唐书乐志研究》、王小盾、孙晓晖所著《唐代乐部研究》等专题

研究的成果，以及诸多历史文献的佐证力求全面研究唐代中晚期这一阶段的音乐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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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乐府杂录》的文本结构

(一)作者生平事迹考

段安节出身唐代世袭贵族家庭，在乾宁中官至国子司业。其曾曾祖段偃师，

隋末为太原郡司法书佐。其曾祖段志玄从李渊起兵为唐代开国功臣，贞观十一年，

段志玄被改封为褒国公。十二年，拜右卫大将军。十四年，加镇军大将军。十六

年病卒，赠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陪葬昭陵，谥号“忠壮”，十七年，赐图像

于凌烟阁。段安节之祖父段文昌经历了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于元和

十五年穆宗即位即出任宰相，又曾任淮南、西川节度使，著有文集三十卷，今存

诗四首。段安节之父段成式官至太常少卿，在文坛上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因

其三人均排行十六，故人称其诗为“三十六体”。段成式一生著述甚多，有《酉

阳杂俎》20卷、《续杂俎》10卷、《卢陵官下记》20卷、《汉上题襟集》3卷、《鸠

异》1卷、《锦罩新闻》2卷、《破虱录》l卷、《诺桌记》1卷。温庭筠为段安节

之岳父，乃唐宰相温彦博后代，著有《温庭筠诗集》、《金奁集》，存词70余首。

段安节出身书香门第，也是音乐世家。段安节的祖父段文昌爱好“服饰玩好、

歌童妓女”，其父曾任太常少卿，又是唐代有名的诗人且“秘阁书籍，披阅皆遍”，

这些都对段安节写作《乐府杂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段安节本人自幼爱好音乐，

后来由于其任国子司业能够参与宫廷祭酒等与音乐相关活动，这些生活经历自然

也为写作《乐府杂录》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洎二十年。

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物议贬之。⋯⋯

子成式，字柯古，以癃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

皆遍。

一一《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传》1

(成式)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云。

一一《新唐书》卷八十九《段成式传》2

段安节，临淄人。宰相文昌乏孙，太常少卿成式4之子，温庭筠5之婿也。

1《旧唐书》第4369贞，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2《新唐书》第3763贞，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段文昌(772-835)7攀卿，一字景初。荆州人。敬宗、文宗朝曾官尚书、御史大夫、节度使等．卒赠太

尉。有文集30卷流传十世。

。段成式(803-863)。，柯古。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尚书郎、吉州刺史。大中七年(853)归京，任太常少卿。

撰有《酉阳杂俎》20卷．续集20卷。与李商隐、温飞卿齐名，三人皆排行十六，时人称为”三l六体”。

另存诗56首，文章18篇。
7



武汉音乐学院2004级研究生毕业论文 张磐‘乐府杂录》研究

官至朝议大夫6，守国子司业7。

一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三子部艺术类。

其父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书是一本分门辑事的小说，前集卷六专列

“乐”，记载了“琴”、“笛”、“卧箜篌”、“笳”、“琵琶”、“方晌蕤宾铁”等乐器

以及徐月华、田僧超、皇甫直、王汲等人乐事，前集卷十二又载“龟兹乐谱”等。

这种分门辑事的编纂体例被段安节的《乐府杂录》所吸收继承。

表1段安节家族图谱

段偃师

隋

段志立

唐右骁卫大将军

|

坊洲刺史 I 礼部郎中

I
段谔

I
段文昌

宰相

I
段成式

太常少卿

I
段安节

国子司业

怀皎

段安节虽然家世显赫，父祖皆撰有著名文集，但是文献中对他的生平记载并

不多。可以肯定地是“乾宁中官至国子司业”且“善乐律”，著有《乐府杂录》。

6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飞卿。有《溢庭筠诗集》、《金奁集》，存词70余首。
‘朝议人大，从四品官职。

7国于司业，学官名，为国子监或太学副K官，相当于现订：的副校长，协助祭酒主管教务训导之职。

。《四库全书总l=l提要》子部艺术类，中华书局2003版第9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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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熙祚《乐府杂录跋》“存此尚足略见一斑，故《唐书》、《文献通考》、《乐府诗集》

多取其说”。除《乐府杂录》外，《直斋书录解题》尚著录其《琵琶故事》1卷，

今佚。

(二)《乐府杂录》的写作年代及版本源流

有关《乐府杂录》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段安节本人没在序言中明确提及，

同时代文献也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因此在此只能推断写作年代是在唐木昭宗时期

唐代灭亡前的最后十二年里。《乐府杂录》书中称李俨为僖宗，又在其序文自署

“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新唐书》也记其“乾宁中，为国子司业”。《乐

府杂录》守山阁本序称：“《乐府杂录》则其成书当在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

年)以后，此时距李唐之亡仅十有二年耳。”据此推断其成书年代约在唐代灭亡

最后的十二年里，此时段安节的官职为任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大约着于昭宗即

位(888)至乾宁元年(894)之间。

《乐府杂录》现存之版本共有九种：《类说》卷十六所收本9；明钞《说郛》

卷第三内谈垒所收本；《古今说海》说纂部杂纂所收本；《古今逸史逸志》所收本；

《续百川学海》癸集所收本；《学海类编》集余三、文词部分所收本《四库全书》

子部艺术类杂技之属所收本；《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所收本；《墨海金

壶》子部所收本；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27年)昭旷阁原刻本，民国十年上海

博古齐景印本；台湾文友誉局民国五十八年又据博古齐本景印；”《守山阁丛书》

子部所收本，此本经清钱熙祚加校勘，并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篇，及编者跋一

篇。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由金山钱氏用墨海金壶刊版重编增刊。

表2 《乐府杂录》版本源流

朝代 版本 编者 备注

宋 《类说》本 宋曾健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据明天启本校勘本

明 《说郛》本 陶宗仪 万历末至天启间宛委山堂刻版(顺治三年)

明 《古今逸史逸 吴珀 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

志》本

明 《续百川学海》 吴永／梅 顺治三年两浙督学李际期宛委山堂刻

9后有台湾艺文印书馆严一萍校订《类说》卷十六所收本。

”后又有《湖北先正遗书》子部所收本。为此奉影印。及《中周古典戏f}}l论著集成》所收本。以此本为成

本，再加之详加校勘。《台湾艺文印书馆百部从书》所收奉也足以此奉为底影印。

“后又有商务印书馆《丛书燕成初编》所收本，据此本影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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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纯

清 《学海类编》本 曹溶 上海涵芬楼1920年景印本

清 《四库全书》本 永珞 乾隆内府抄本，文渊阁本

清 《墨海金壶》本 张海鹏 嘉庆_二十一二年(公元1827年)昭旷阁原刻本，民国十年

上海博古齐景印本。

清 《守山阁丛书》 钱熙祚 上海博古斋一九二二年所影印

太

民国 《丛书集成初 王云五 1935—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影印《守山阁丛书》本

编》 主编

此中版本以《类说》本最早，《守山阁丛书》本最佳。《守山阁丛书》的编撰

者是钱熙祚，字锡之，一字雪枝，江苏金山人，为清代的文献家、减书家。其于

道光十七年(公元)建宗祠堂，堂后建一书阁名日“守山阁”。又聘名士顾观光

”、李长龄、张文虎”、钱熙泰“、钱培名”等人在藏书楼中校勘、抄书，后撰成《守

山阁丛书》112种，652卷。钱熙祚出身于出身于校勘、编辑、出版世家，他为

编撰丛书耗尽毕生精力，经他校勘过的丛书至今仍被认为是校勘精审的善本书。

清代学者阮元称：“其书迥出诸学丛书之上”。张之洞称：“其书在五百年中必不

致泯灭者也”。

笔者以中华书局影印《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对校《说郛》本、以及清代

著名的丛书《续百川学海》本、《古今说海》本，完成了对《乐府杂录》的校勘。

参见附录。

(三)《乐府杂录》文本结构

《乐府杂录》全篇共有46个章节：雅乐部、云韶部、清乐部、鼓吹部、驱傩、

熊罴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歌、舞工、俳优、琵琶、筝、箜篌、笙、笛、

莆篥、五弦、方响、击瓯、琴、阮咸、羯鼓、鼓、拍板、安公子、黄骢迭、离别

难、夜半乐、雨霖铃、还京乐、康老子、得宝子、文叙子、望江南、杨柳枝、新

倾杯乐、道调子、傀儡子、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平声羽七调、上声角七

调、去声宫七调、入声商七调、上平声调。

”顾观光，字尚之，又名漱泉，晚清医家。江苏金山人。著有荤辑《神农本草经》。

”张文虎，字孟彪，又’一啸山，江苏南汇人。清代纤学、数理学家。

“钱熙泰，字等枝．锡之，钱圩人。其为钱熙祚叔伯兄弟。

”钱培名，字梦花，曾为候选县丞，钱熙祚从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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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6个章节共可分为乐部、歌舞俳优、乐曲、乐调五个部分。其中乐部占9

章，分别记录了宫悬之部、内教坊法曲、正声部、殿庭鼓吹、傩戏以及太常四部；

歌舞俳优及乐曲共占17章，大量的记录了唐代中晚期的音乐表演者的生平和逸

事；乐曲14章，记载了唐代较著名的14首曲子的曲调本事；乐调共5章，其中

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已散佚，存文字记录部分。

表3 《乐府杂录》文本结构一览表”

类名 《乐府杂录》章节名 别名 备注(所属机构)

1．雅乐部 宫悬之部 用于郊庙朝会，乐工又称“坐部

乐部(诸 伎”，舞工又称“立部伎”．由太

乐之部) 常寺太乐署掌管。

2．云韶部 内教坊法曲 文宗时采开元法曲及《霓裳羽衣》

舞曲制成此部。由云韶院掌管。

3．清乐部(七、九，十部之一) 正声部 十部伎之一，由太常寺太乐署掌

管。

6．熊罴部 殿庭鼓吹 由太常寺鼓吹署掌管。

4．鼓吹部 卤簿鼓吹 太常四部乐由太常寺掌管。

乐部(太 7．鼓架部 鼓笛部 有《代面》、《钵头》、《踏摇娘》

常四部) 及各种散乐杂伎

8．龟兹部(七、九、十部之一) 重鼓板，自隋以来均有《五方狮

子》舞

9．胡部(七、九、十部之一) 西凉部 重丝竹，开元24年升于堂上

歌舞俳优 lO一12：歌、舞工、俳优 人物、事迹及节目

乐器 13—26：琵琶，筝、箜篌、笙、笛、 教坊乐工及事迹

莆篥、五弦、方响、击瓯、琴、阮

咸、羯鼓、鼓、拍板

27—39：安公子、黄骢迭、离别难、 教坊曲调本事

曲目 夜半乐、雨霖铃、还京乐、康老子、

”此表转自王小盾、孙晓晖发表于《国学研究》第14卷中的《唐代乐部研究》一文，北京大学2004年版第

130—131页。备注部分笔者稍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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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宝子、文叙子、望江南、杨柳枝、

新倾杯乐、道调子

戏目 5．驱傩，40傀儡子

宫调 4卜46：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 共二十八调

图、平声羽七调、上声角七调、去

声宫七调、入声商七调、上平声调

上表详细列出《乐府杂录》文中记载的46个章节的本文内容，对于这些章

节的具体分类，本文将从音乐机构、乐部管理、乐工、宫调等专题进行叙述。

综上，段安节作为唐代望族名门之后，其父祖皆熟于音律，而其本人又就任

国子司业，能亲身参与宫廷祭酒等与音乐相关活动，这些背景都为他日后写作《乐

府杂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印刷技术的局限，《乐府杂录》在宋以前一直是

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目前存世能查到最早的版本为万历末至天启间宛委山堂刻

版的《说郛》丛书收录的版本。笔者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对校《说郛》

本、《续百川学海》本、《古今说海》本完成了《乐府杂录》的校勘工作，参见附

录。按段氏自己所列标题全篇共有46个章节，本文已将这46个章节制成图表己

查明细，下文就将这46个章节以音乐机构、乐部管理、乐工、富调四个方面分

节，一一进行专题叙述。

二、中晚唐的音乐机构

(一)“乐府”在《乐府杂录》中的含义

“乐府”一词在汉代有两层涵义：第一是指汉代设立主管音乐事宜的官府。

汉武帝(公元前156一公元前87)在公元前112年设立了“乐府”这一宫廷音乐机

构，主要的任务就是收集民间音乐对其重新进行填词编曲并且编配乐器，教习艺

人进行演唱、演奏，为宫廷所用。汉乐府存在的年限仅为106年。二是汉人把乐

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如郭茂

倩的《乐府诗集》。”

《乐府杂录》所著年代为唐代，“乐府”作为宫廷音乐机构这-N度在唐代

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段安节所用“乐府”一题是以汉制来指代当时的音乐机构。

而这个被隐喻的唐代宫廷音乐机构，究竟指的是“太常”、“教坊”或是其他的音

”见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稿》上册107页。



武汉音乐学院2004级研究生毕业论文 张磐‘乐府杂录》研究

乐机构?

一说为教坊。钱熙祚在序言中提及“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租晓宫商，

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

府杂录》一卷。”可见《乐府杂录》是为补充《教坊记》之不足而编写的。于是

此处的“乐府”应该是对《教坊记》中教坊音乐活动的补充记录。

针对此说，可以提出的质疑是：《乐府杂录》中有“雅乐部”、“鼓吹部”等，

这些在初盛唐时分别隶属于太常寺的太乐署和鼓吹署，这些乐部的雅乐仪式功能

是不可能为俗乐所掌控的，也就是说，这些乐部不可能为教坊所拥有。所以，这

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此处的“乐府”是指代一个音乐机构呢，还是当时所有音

乐机构的总称呢?

实际上，在当时作为“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的段安节是能够经常出入内

廷，见到不同类型的宫廷音乐机构。考虑到该书成书年代是在唐代灭亡前的最后

十二年，且是唐僖宗亡蜀回宫之后的昭宗时期，当时由于国力衰败，皇室苟延残

喘，宫廷音乐生活趋于衰落。所以本文认为：《乐府杂录》中“乐府”应该是作

者对中晚唐音乐机构的整合式记录。从唐代文献的记载和《乐府杂录》中乐部体

系的功能、乐工的时代说明，该书中所称的“乐府”涉及的音乐机构包括太常寺、

教坊和云韶院三处音乐机构职能的总和。

(二)中晚唐的音乐机构及其变迁

1、太常寺

唐代礼乐制定机构是尚书省礼部，礼乐的主要实施机构是太常寺。太常寺一

直都是封建社会中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秦时称“奉常”汉以后改称“太常

寺”，唐沿袭前制也称“太常”。《隋书》志二十二《百官志》”记载：“太常，掌

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太常的主管官员称太常卿。

太常中的音乐机构包括太乐署、鼓吹署。太乐署，太常乐制的中心所在地，

位于太常寺院之东。鼓吹署，位于太常寺门之西。”《乐府杂录》中《拍板》一

条对于这两处所在地有记载“太乐署在寺院之东，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门之西，

令一丞一。”太乐署以乐部的形式进行管理，其中有令一人，丞一人，乐正八

人，典事八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

”《隋书》第775页，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排印本。

”《乐府杂录》“拍板”条：“太乐署稿寺院之东，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f12-两．令一，丞一。”又参见

岸边成雄《店代音乐史的研究》上册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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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有别教院。太乐署主要的职能范围是祭祀、燕飨之乐，雅

乐十二和，天子宫悬，以及乐工教习等事务。鼓吹署有令一人，丞一人，府三人，

史六人，乐正四人，典事四人，掌固四人。掌管卤薄鼓吹、和朔伐鼓、傩礼时的

鼓角以及“鼓吹十二案”。

中晚唐时期的太常寺始终在行使礼乐职能。太常寺主持国家礼乐，德宗贞元

年问和宪宗元和年间的财政开销位居诸司之首。《唐会要》卷九十三“诸司诸色

本钱””记录了贞元十二年太常寺开支为“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贯八百文”，居诸

司之首位。又记元和九年户部所奏“太常寺六千七百二十二贯六百六文”，亦为

诸司中开销之首位。

唐代太常乐工人数经历了一个从初唐到盛唐的递增，经安史之乱后锐减，至

中唐德宗、宪宗的乐工人数有所恢复，此后又出现递减的趋势。玄宗时，唐太常

音声人至数万人。《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

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1德宗时停梨

园，所留伶官隶太常。《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载大历十四年，“停梨园使及

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宣宗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新唐

书》卷二二《礼乐志》：“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22懿

宗时太常寺仍有十部乐工五百人，《新唐书》卷二零八《杨复恭传》23记载昭宗皇

帝财政困乏，昭宗云“我见故事，尚衣上御服役袭，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

同时杨复恭答复昭宗：“闻懿宗以来，每行章无虑用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

工五百。”昭宗乃诏减其半数。从以上的资料可知，太常寺一直贯穿唐代的始终。

2、教坊

教坊是掌管唐代宫廷俗乐的一个音乐机构，设立在唐武德年间(公元

618—626年)，最初只设立了“内教坊”主要职能是挑选宫中有才貌女子教习她

们习艺，武则天时改名“云韶院”，后又复名。当时的“内教坊”就设立在内宫

之中。至开元二年教坊制度渐渐完善后宫外内教坊设立，这时宫内“内教坊”同

时废止了。至玄宗皇帝时，教坊与太常并存。太常为政府官署，主郊庙雅乐；教

坊是内廷俗乐机构，主宴享音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设立左右教坊，至此

之后有教坊五处。内教坊在内宫之外的蓬莱宫侧，此时的内教坊武德年间设立之

”《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校点排印本第1678页。

”《新庸书》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第477页。

”《新唐书》第478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4《新唐书》第5886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14



武汉音乐学院2004级研究生毕业论文 张磐《乐府杂录》研究

内教坊内容已不相同，已经是掌管“新声、散乐、倡优之伎”的大型音乐机构了。

《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记载

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及即住，命宁王

主藩邸乐，以充太常，分两朋以较优劣。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

乐、倡优之伎，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板谏。“

《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宫制》有记载：

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

教坊有四处，其中两处在首都长安，两处在东都洛阳，直属宫廷，由宫廷派

遣的教坊使教习雅乐以外的舞蹈、歌唱、百戏。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使大唐王

朝由盛转衰。叛军攻陷洛阳、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教坊艺人流散民间。安史

之乱平息以后，却因国立衰败而至无法恢复教坊旧貌。

《教坊记》序言中有对西京左右教坊的记载”：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历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

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中。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四门外，即苑之

东也，其间有顷余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仗内教坊设立于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先设立于延政坊，同年迁

至布政里，同年又回迁至延政坊。对仗内教坊这段一年三迁的情况《唐会要》卷

三十四记载：“十四年正月。诏徙仗内教坊于布政里。”《|日唐书》卷十五《宪宗

纪》记载：“十四年春正月庚辰朔，以东师宿野，不受朝贺。壬午，复置仗内教

坊于延政里。”7仗内教坊的职能主要是负责禁军中的音乐事务，乐官直接从禁军

将领中选拔任命，仗内教坊在唐中后期出现，能够反映出当时的军队已经是作为

音乐使用的重要场所了。

《唐会要》卷三十四《论乐》的《杂录》一篇中能看到当时教坊音乐机构仍

然活跃的记载：

永贞元年九月诏，除教坊乐人投正员官之制。

元和五年二月⋯一诏减教坊乐官衣粮。

十四年正月。诏徙仗内教坊于布政里。

大中六年十二月。右巡使卢潘等奏，准四年八月宣约教坊音声人，于新

“《新唐书》第475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新唐书》第1244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奉。

”《教坊记》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任半塘笺订本。

”《|H唐壮》第465贞，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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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观察节度使处求乞自今已后。许巡司府州县等捉获，如是属诸使有牒送本

管。仍请宣付教坊司为守，依奏．”

3、云韶院(仙韶院)

中晚唐宫中有云韶院，文宗时设，位于大明宫内。《乐府杂录》“云韶部”云

“宫中有云韶院。”《f日唐书》卷一三七《李贺传》8称李贺长于歌篇，云韶乐工

无不讽诵，说明确有乐工。文宗好雅乐，大和十年宣太常寺准《云韶乐》，开成

元年十月教成，太常卿李程进上，三年武德司奉宣，索进《云韶乐悬图》二轴。

其后开成三年王涯任太常卿，开成九年冯定任太常少卿，皆受诏定采开元雅乐制

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名日《云韶乐》。”

有关“云韶”一词在唐代宫廷中有三种类型的记录：

其一、云韶部是专门演习“云韶乐”(仙韶乐)的场所，云韶之名就得名于

“云韶乐”，也被称为仙韶乐。特别是云韶乐深得文宗喜爱在晚唐时期盛名远播，

也就在这开成四年宫内设立了专门教习云韶乐的云韶部，直至宋代云韶部被列为

了太常四部之一。《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云韶部就设立在宫中，住在“云韶院”

里。云韶院在唐末等同于仙韶院，代替梨园主管法曲，而《乐府杂录》中记载的

“云韶院”(又称仙韶院)则设立在大明宫。

其二、云韶指的是唐代宫伎所居住的一个场所。《教坊记》记载：“妓女入宜

春院，谓之‘内人。’亦日‘前头人。’”又说：“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

云韶谓宫人，盖贱隶也。”在唐代开元、天宝间教坊妓女就大致分为三等：第一

等是宜春院妓女，谓之内人(又日前头人)；第二等是云韶院妓女，谓之宫人；

第三等是平民女入选者，谓之搦弹家。

其三、初盛唐时期的“云韶府”即内教坊，始建于武德年间，武后时改名为

云韶府。《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

元年，改日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唐会要》卷三四：“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

日，内教坊改为云韶府。””

文宗时又有仙韶院。鉴于文宗仙韶院主要演奏《云韶乐》法曲，因改《云韶

乐》为《仙韶乐》而得名，故笔者推断文宗时仙韶院即云韶院。《唐会要》卷三

”《唐会要》第630页，上海古籍出版{十1991年校点捧印本。

”引几唐书》第3722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云韶乐，参见《唐会要》卷三三“诸乐”、《|U庸书》卷二八《音乐志》、《旧唐书》卷一六八《冯定传》，

《旧唐书》卷一六九《t涯传》、《新店书》卷-二二《礼乐志》。

“《新唐书》第1244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奉。

”《唐会要》第630页，上海古籍出版{I 1991年校点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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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成三年四月，改《法曲》名《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处为仙韶院。””文宗

开成三年，《云韶乐》乐成，既改法曲为仙韶曲。《新唐书·百官志三》：“开成三

年，改法曲所处院为仙韶院。”“《1日唐书》卷十七《文宗纪》：“(大和八年九月)

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赐《法曲》弟子二十人奏乐以宠之。””

以上梨园、仙韶院(云韶院)皆教习并供奉法曲，是唐代法曲系列的音乐机

构。

4、乐官院

乐官院。《乐府杂录》：“又于上都广化里、太平里兼各署乐官院一所。”《两

京城坊考》“安兴坊”有“乐官院”。

(三)唐代音乐机构的变迁

I、中晚唐音乐机构规模的缩减

唐初的宫廷音乐活动是以太常寺为中心展开的，举凡仪式雅乐音乐活动都有

太常寺统管。当时的太常寺下属分管音乐的机构有鼓吹署和太乐署，鼓吹署分管

军乐，而太乐署则管理除军乐外包括雅乐、胡乐、俗乐、散乐、燕乐等所有的音

乐活动。

至唐朝中叶，由于胡乐、俗乐盛行而增设了教坊和梨园，接管了原隶属于太

乐署的胡乐、俗乐。内教坊设立于武德年间，当时规模甚小还无法与太乐署相提

并论，仅仅是作为宫廷内的女子教习场所，而此时的内教坊也坐落于宫中。至武

则天如意元年，由于道教盛行此时内教坊被更名为云韶府，后又于神龙年间复名

为内教坊。开元二年宫外设置了左右教坊，于蓬莱宫旁边还设立有内教坊，此时

的宫中内教坊已同时废止，而新设立的内教坊由太常寺管辖。”《通鉴》卷二一

一记开元二年正月：“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

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

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

选伎女，置宜春苑，给赐其家。””

从盛唐至晚唐，太常寺、教坊规模也渐缩小。唐代末年音乐机构已经到大

幅减缩。大历十四年梨园遣散伶官三百人，永贞元年解除教坊乐人官员之制，元

《唐会要》第630页，匕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校点排印本。

《新唐书》第1244页，中毕书局1975年排印本。

《¨|膺书》第555页，中牛书局1975年排印本。

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研究》．卜册第33页。

t资治通鉴》第6692页，中华书局1956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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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年减教坊乐管衣粮的一系列举措都表明了唐末政府对于音乐机构的投入在

逐渐减少。以至于到了大中六年会出现“四年八月宣约教坊音声人，于新授观察

节度使处求乞自今已后。”这样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教坊等处乐人在宫廷音乐机

构中的待遇已经难以维持了，他们不得不请求自觅出路。唐木的宫廷音乐机构虽

说已减缩，但是太常、教坊、云韶院(仙韶院、梨园)这三大机构还是存在的。

2、中晚唐梨园与云韶院(仙韶院)的关系

梨园是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设立的专习“法曲”

的机构。“法曲”源自民间，与相和歌、清商乐有一定的联系，南北朝以来由道

教经营发展成为一种道教仪式音乐。玄宗崇尚道教所以将法曲纳入宫廷音乐的范

畴，成为当时一种重要俗乐。玄宗选乐工弟子三百及宫女数百学习音乐歌舞，并

亲自教习。乐工弟子居禁院之梨园，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居“宜春

院”，谓之“内人”或“前头人”。又选平人女有容色者入宫，教习琵琶、三弦、

箜篌、筝等弹拨乐器。

《1日唐书》卷二十八《音乐志》记载：

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

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

梨园。”

《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记载：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

琵琶圆体修颈而小，号日“秦汉子”，盖弦鼗之遗制，出于胡中，传为秦、

汉所作。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玄

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

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

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

时至安史之乱，由于社会动荡，两京陷落，梨园曾一度荒废。有《新唐书》

卷二十二《礼乐志》记载此时情况“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

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乐府杂录》

中在歌、俳优等篇目中也有数条关于此时梨园子弟散落民间的记载。

到肃宗即位，玄宗还京之后，宫内的音乐机构再度恢复，似乎此时梨园也再

”《旧唐书》第1051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新唐书》第467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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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现在宫中。《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记载“代宗繇广平王复二京，梨

园供奉官刘日进制《宝应长宁乐》十八曲以献，皆宫调也。””可见至中晚唐时期

宫内仍有梨园这一机构。唐代梨园一直持续到唐末。德宗建中以前，罢梨园乐工

三百人。昭宗时乐工沦散，太常博士殷盈孙制钟磬之乐，铸成有“梨园乐工陈敬”

参与校定。 ’

梨园在玄宗时期设立的，其设立时间大体与左右教坊相当。作为盛唐时独有

的音乐机构在经过安史之乱一旦荒废而后又于肃宗即位，玄宗还京后恢复。直至

大历十四年梨园乐人仅余三百余人，此时的梨园隶已属太常寺。开成年间将法曲

改名为仙韶曲，此时伶官处所为仙韶院。

有关晚唐时期宫廷音乐的变迁有关记载仅有零星的只言片语，唯有《唐会要》

卷三十四《论乐》的《杂录》“一篇中能看到当时音乐机构变迁的一些轨迹：

大历十四年五月诏，罢梨园伶使及官冗食三百余人，留者隶太常。

开成三年四月。改法曲名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处为仙韶院。

根据《隋唐宫廷建筑考》一书中的考证梨园、仙韶院、云韶院都在大明宫内，

因此可以得知同在开元三年在大明宫内设立了仙韶院和云韶院。而仙韶、云韶实

为一曲，据此可以推断出开元四年设立的云韶院就是仙韶院，而具体的职能是取

代梨园掌管教习、表演仙韶曲(同年法曲改名仙韶曲)。

长安太极宫，大明宫、华清宫都有梨园。⋯⋯长安大明宫洞内苑有梨园。

《册府元龟》卷一一一：“(太和)四年七月庚辰，行幸梨园会昌殿，奏

乐。”⋯⋯太和是文宗年号，唐自肃宗以后，诸帝定居大明宫，因此文宗所

至梨园，指的是大明宫附近的梨园。“

云韶府。唐置。原名内教坊，后又改为云韶院，职司音乐，在长安禁

苑。⋯⋯《长安志》卷六《禁苑内苑·别见》，院在长安城通化门外正北禁

苑当中，位于梨园之南。”

仙韶院。文宗命名。⋯⋯Ⅸ长安志》卷六，院在大明宫或其附近。⋯⋯

院为伶人所居，内有乐工、乐官及院使。“

由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梨园、云韶院、仙韶院实为一体，皆同在大明宫内。

”《新唐书》第477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唐会要》第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枝点排印本。

“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第523—524负，欧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第540页，陕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第437—438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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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开成三年四月将梨园改名为仙韶院，又称为“仙韶院”。特别是《唐会要》

记载“开成三年四月。改法曲名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处为仙韶院。”文宗开成三

年，《云韶乐》乐成，既改法曲为仙韶曲。《乐府杂录》“云韶部”云“宫中有云

韶院。”《长安志》卷六：“禁苑南，有文宗会昌殿⋯⋯云韶院。”《云韶乐》本是

《唐会要》卷三三“太常梨园别教院教法曲乐章”十二章其中的一章。据《旧唐

书》卷十七下《文宗纪》载，文宗好雅乐，大和十年宣太常寺准《云韶乐》，开

成元年十月教成，太常卿李程进上，三年武德司奉宣，索进《云韶乐悬图》二轴。

其后开成三年王涯任太常卿，开成九年冯定任太常少卿，皆受诏定采开元雅乐制

《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名日《云韶乐》。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

要的信息，梨园、仙韶院、云韶院皆是教习法曲的机构，实为一体。

从现有查找到的资料中还看不出来太常和教坊的职能范围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唐末梨园的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了。就在同一时期新、旧《唐书》又

记载了文宗在宫内设立了云韶院，云韶、仙韶同为唐时法曲名称，在许多版本文

献中也都将这二曲纪录为一曲。

《乐府杂录》通篇都是在记载有关唐末宫廷音乐作者所能见的各个方面，作

者在序言中提到“梨园弟子，半己奔亡；乐府歌章，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

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

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可见此时的唐代音乐机构规模已经不是

像盛世一般完善了，作者在社会走向衰败之时记录下唐代中晚期的音乐机构。

本章通过对太常寺、教坊、云韶院(仙韶院)、乐官院等诸个唐代宫廷音乐

机构变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在唐代末年写作的《乐府杂录》试图以他个

人之力，记载下时事尽迁的中晚唐音乐文化。根据所查唐代文献的纪录，笔者在

参考《隋唐宫廷建筑考》中记载的具体建筑地址后，讲唐末宫廷音乐机构位置图

绘制如下(见图1)。

图1 唐代中晚期宫廷音乐机构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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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晚唐音乐机构的考述，本节得出有关结论：

(1)唐末的宫廷音乐机构虽说已减缩，但是太常、教坊、梨园(云韶院、

仙韶院)这三大机构依然存在，且职能范围有所改变。

(2)文宗开成三年四月将梨园改名为仙韶院，又称为“仙韶院”。梨园、仙

韶院、云韶院皆是教习法曲的机构，实为一体。

三中晚唐的乐部组织

唐代礼乐制度是在承袭隋朝雅乐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其中唐太宗

时期的重要雅乐活动包括：贞观二年定《大唐雅乐》，贞观六年分制乐章，贞观

七年颁布《贞观礼》，贞观十四年定庙乐，如此完成了初唐的制礼作乐。初唐以

来，礼乐职能分属三省六部九寺等官署，其中最为集中的部门是隶属尚书省的礼

乐官署太常寺掌管郊庙社稷礼乐、教坊直官、教习乐工等。在太常寺，除雅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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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鼓吹等乐部外，初唐至盛唐还出现了十部伎、坐立部伎的乐部管理组织。“

安史之乱后，礼乐沦丧，乐部缺失，所谓“泊从离乱，礼寺隳颓，箕虞既移，

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章，咸皆丧坠。”“唐代中晚期宫廷乐部

机构早己不再是初盛唐时的繁荣完备。唐代中晚期宫廷如何组织乐部，是唐代音

乐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乐府杂录》总目中一共记载了九个乐部，本文认为可以划分为六个部分：

雅乐部、云韶乐、清乐部、熊罴部、太常四部(鼓吹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

和驱傩部，依次叙述以下：

(一)雅乐部

雅乐部指的是郊庙雅乐仪式所用的以乐悬为主的金石乐队、登歌和文武舞

队。《乐府杂录》中雅乐部记载的第一句是“宫悬四面，天子乐也；轩悬三面，

诸侯乐也；判悬二面，大夫乐也；特悬一面，士乐也。”这一有关乐县制度的记

载与《周礼》卷四十二《大司乐》”相一致，表明唐代一直延续着历代王朝所遵

循的礼乐等级制度。

唐代雅乐部的职能主要是御殿、宴群臣、郊天及诸坛祭祀，直属太常掌管，

雅乐部的乐官有太常卿、太乐令、鼓吹令、协律郎。雅乐部所用乐器编钟、石磬

按乐悬等级分每面一座，应鼓”、腰鼓、警鼓”、雷鼓”各一座，以及箫、笙、竽、

埙、篪、龠、跋膝、琴、瑟、筑、祝、敌、晕竿等。御殿即奏《奏凯》、《安广》、

《雍熙》三曲；宴群臣即奏《皇华》、《四牡》、《鹿鸣》三曲。郊天及诸坛祭祀，

即奏《太和》、《冲和》、《舒和》三曲。雅乐部有坐、立部伎之分。

凡奏曲，登歌先引，诸乐逐之。其乐工皆戴平绩，衣绯大袖，每色十二，

在乐悬内。已上谓之“坐部伎”。其钟师及磬师，登歌、《八佾舞》并诸色

舞，通谓之“立部伎”。

。王小盾，孙晓辉《论唐代乐部》第115-118页，《国学研究》第14卷。
“载《守山阁丛书》本《乐府杂录》序。

”《周札正义》第171I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应鼓按《文献通考》卷一三六记载“庙堂之下，县鼓在西，应鼓在东”县鼓，谓大鼓也，在

西方而县之。应鼓，谓小鼓也，在尔方而县之。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第1207
页。

”警鼓，军中所用大鼓。《刷礼》卷：十二记载“严警鼓一十二面，大将营前左右行列各六，斯
在纛后。”《周礼正义》第898页中华B局1987版点校本。

”雷鼓按《周礼》卷二十三记载“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
教为鼓而辨其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炙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蠢鼓鼓军事，以饕鼓役事，

以晋鼓鼓金奏。”《周礼正义》第898页，中华书局1987版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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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记载表演《八佾舞》有六十四人，文武舞各半。表演时文舞在东，手持

像凤凰羽毛的翟，服装较为长大；武舞在西，手拿兵器，服装短小。雅乐部进行

演奏时，太常卿押乐在乐悬北面，太乐令和鼓吹令站在其后，两名协律郎二人手

执晕竿，当晕竿敲响时就开始奏乐。

《乐府杂录》中的雅乐部的坐部伎和立部伎与初盛唐时期的二部伎有很大的

差异。初盛唐的坐部伎和立部伎也合称二部伎，坐部伎八部：《天授乐》、《长

寿乐》、《鸟歌万岁乐》、《燕乐》、《龙池乐》、《小破阵乐》，立部伎六部：

《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安舞》、《太平乐》、《大定乐》、

《圣寿乐》、《光圣乐》。当时的二部伎是为了满足宫廷燕会需要而设立的一套

娱乐性音乐节目，仪式性较弱，艺术性较强。相比之下唐中晚期的坐立部伎的娱

乐性则较弱，仪式性大大增强，隶属于雅乐部中的坐、立部伎是在御殿、宴群臣、

郊天及诸坛祭祀时所使用的仪式音乐并由如太常卿这样高品阶的官员来执掌，立

部伎指的是文武二舞，坐部伎则是金石乐队中坐乐的演奏形式。

(二)云韶部

云韶部是专门演习“云韶乐”(仙韶乐)的场所，云韶之名就得名于“云韶

乐”也被称为仙韶乐。因为云韶乐深得文宗喜爱在晚唐时期盛名远播，也就在这

开成四年宫内设立了专门教习云韶乐的云韶部，直至宋代云韶部被列为了太常四

部之一。《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云韶部就设立在宫中，住在“云韶院”里。根据

上一章的推断，云韶院在唐末等同于仙韶院，代替梨园主管法曲，而《乐府杂录》

中记载的“云韶院”(又称仙韶院)则设立在大明宫。

从《乐府杂录》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些云韶府主要的职责就是在宴享时提供歌

舞助兴。乐器有玉磬四架、琴、瑟、筑、箫、篪、筲、跋膝、笙、竽、拍板。登

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舞在阶下。

(三)清乐部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伎乐承袭汉、魏相和大曲，并且吸收当时民间音乐发展而

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当时就称之为清商曲，隋唐时简称清乐。清乐主要用于宴享、

娱乐等场合，也用于宫廷的朝会、宴飨、祀神等活动。

在隋唐十部伎中就有《清商》一部。《隋书》卷十五《音乐志》“有记载“其

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

”《隋书》第378页，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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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

《乐府杂录》中记载清乐部的乐器有琴、瑟、云和筝”、笙、竽、筝、箫、方响，

篪、跋膝、拍板，戏有《弄贾大腊儿》。这两处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所以可以

推断唐中晚期的清乐部就来自于十部伎中的《清商》。

(四)熊罴部

熊罴部是唐代殿庭鼓吹乐部，因在朝会第一大殿—含元殿演奏而设。熊罴
为龙生九子其一，身形四不像(不像麟、不像风、不像龟、不像龙)。在南朝时，

宫廷就已经出现了熊罴部，《乐府诗集》卷十六记载：“梁又有鼓吹熊罴十二案，

其乐器有龙头大桐鼓、中鼓、独揭小鼓，亦随品秩给赐焉。周武帝每元正大会，

以梁案架列于悬间，与正乐合奏。隋又于案下设熊罴猖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

之舞。唐因之。”53。《隋书》卷十四“记载： “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每元

正大会，列于悬间，与正乐合奏。”

按《乐府杂录》与《乐府诗集》、《隋书》的记载来看，熊罴部还是属于鼓吹

仪式乐范畴，在唐时仅在大明宫的第一大殿——含元殿演奏。在开元年问熊罴部

直属左右教坊管理，文中记载“上都在延政里，东都在明义里，以内官掌之。”

到了元和中期只余一所“又于上都广化里、太平里兼各署乐官院一所。”

隋唐熊罴十二案演奏的曲目在有很大的区别，隋宣帝时，革前代鼓吹，制为

二十曲。第一为《玄精季》，第二为《征陇西》，第三，为《迎魏帝》，第四，为

《平窦泰》，第五，为《复恒农》，第六《克沙苑》，第七为《战河阴》，第八为《平

汉东》，第九为《取巴蜀》，第十《拔江陵》，第十一为《受魏禅》，第十二为《宣

重光》，第十叁为《哲皇出》第十四为《平东夏》，第十五为《擒明彻》，第十六

为《服江南》，第十七为《刑罚中》，第十八为《远夷至》，第十九为《嘉瑞臻》，

第二十为《成礼乐》。。《乐府杂录》中记载唐中晚期熊罴部所奏乐曲为《唐十二

时》、《万宇清》、《月重轮》三曲。

(五)龟兹部、胡部、鼓架部、鼓吹部

唐太常有四部桀。太常四部是太常寺所掌管的执行礼乐仪式乐舞的乐部。<<IFt

唐书》卷一五五《崔邻传》：“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署，观者纵焉。”

”云和筝是一种以装饰物命名的一种十三弦筝。

”《乐府诗集》第22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隋书》第342页，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排目l奉。

”见《隋书》卷I叫《爵乐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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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一六三《崔邡传》：“大阅四部乐，都人纵览。””《玉海》卷一0

五“四部燕乐”“、“唐太常四部乐”。：“实录，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己酉，吐蕃遣

使朝贺，帝宴之于武德殿，设太常四部乐于庭。”

太常四部是太常寺所掌管的执行礼乐仪式乐舞的乐部。《新唐书》卷二十二

而《南蛮传》记载《南诏奉圣乐》，分龟兹部，大鼓部，胡部，军乐部，四部；

《宋史》卷一三七《乐志》记载宋初宫廷教坊乐沿袭唐制也分为四部，前三部为

法曲部、龟兹、鼓笛部。存世唐代音乐史料中都找不到有关太常四部设立时间的

记载，仅《玉海》引《玄宗实录》有“先天元年八月已酉，武德殿宴请吐蕃之使，

于内庭内设太常四部乐⋯⋯”的记载。

关于太常四部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分类，岸边成雄在《唐代音乐史研究》中将

其分为法曲部(龟兹部及胡部)、鼓笛部、大鼓部(或云韶部)、鼓笛部；王小盾、

孙晓晖在《唐代乐部研究》中分为龟兹部、胡部、鼓架部、鼓吹部；黎国韬在《唐

宋四部乐考略——兼论《云韶乐》对宋队舞之影响》中推断为法部、龟兹部、鼓

笛部与云韶部。

《乐府杂录》总目中一共记载了9部分别是：雅乐部、云韶乐、清乐部、鼓

吹部、驱傩部、熊罴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其中与《新唐书》、《宋史记载》

相同的是龟兹部、胡部、鼓架部、鼓吹部。《唐代音乐史研究》将龟兹部及胡部

并称为法曲部这一做法是不正确的，法曲做为当时最流行的大曲形式有专门教

习、表演其的梨园，而龟兹部及胡部作为七、九、十部乐的一部分一直与法曲

无涉。此外，“大鼓部或云韶部”这个判断也欠妥当，《乐府杂录》在“云韶部”

一章明确写明“乐即有琴、瑟、筑、箫、篪、龠、跋膝、笙、竽、登歌、拍板。”

这说明云韶部乐器中并没有鼓类乐器，与“大鼓部”不能合并。

因此本文认为太常四部应该被认定为为龟兹部、胡部、鼓架部、鼓吹部四

部。

龟兹部：筚篥、笛、拍板，四色鼓、揩鼓，羯鼓，鸡楼鼓

戏有五方狮子、舞《太平乐》曲、《破阵乐》曲，《万斯年曲》

“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

“《|H唐书》第4117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新唐书》第5017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奉。

”《t海》第1917页，江苏古籍“；版社1988年影印本。

”《玉海》第1919页，江苏古籍{I{版钆1988年影印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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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部：琵琶、五弦筝、箜篌、筚篥、笛，方响、拍板、小鼓、钹

《奉圣乐曲》

鼓架部：笛，拍板、答腊鼓(腰鼓)

戏有《代面》、《钵头》、Ⅸ苏中郎》，《踏摇娘》、Ⅸ羊头浑脱》，《九

头狮子》、《白马益钱》、寻檀，跳丸、吐火、吞刀、旋盘．筋斗

鼓吹部： 卤簿，钲、鼓、角、弦鼗、笳、箫、哀笳、警鼓

“大全仗”、“小全仗”，“大半仗”、“小半仗”

所以，《乐府杂录》所记载的龟兹部、胡部、鼓架部、鼓吹部正好是太常四部乐。

(Tk)驱傩部

傩是古代的一种驱鬼穰灾的仪式，因在仪式中舞者会带着木质面具扮作鬼神

歌舞，这种在仪式中的歌舞就被称为“傩舞”或“傩戏”。自汉代起，傩就作为

了正式宫廷礼仪被记录下来，《后汉书·礼仪志》就有记载“立冬、冬至、腊、

大傩、土牛、遗卫士、朝会。”到了唐代，傩仪并不仅仅再是一种宫廷礼仪祭祀

活动，并且作为岁末除夕的民俗活动广泛存在于民间。

最早的傩祭一年举行三次。《周礼·方相氏》记载：“案月令惟有三时傩，季

春有国者傩，仲秋天子乃傩，季冬乃命有司大傩，言大者及民庶。””隋代的傩仪

分春秋两季，分别在秋分和除夕进行。唐代的宫廷傩礼大致沿袭隋制，但秋季傩

礼已经弱化，而重视每年除夕时举行的大傩仪式。参加仪式的傩者有：倔子、执

事(隋代称“问事”)、工人、方相氏、唱帅(隋代称“唱师”)、角鼓等，人数

不一，并有专门的鼓吹令和宫廷礼仪官员来执行。到了中晚唐，皇室允许官员的

家属甚至百姓观看大傩，此时的傩已经不仅是一种宫廷祭祀礼仪，而且也渐渐的

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百姓们迎接新年的民间活动。

隋制大傩见《隋书》卷八《礼仪志》记载：

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秋分前

一日，禳阳气。季冬傍磔、大傩亦如之。其牲，每门各用羝羊及雄

鸡一．选倔子如后齐。冬八队，二时傩则四队。问事十二人，赤帻

耩衣，执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

玄衣殊裳。其一人为唱师，著皮衣，执棒。鼓角各十。有司预备雄

鸡羝羊及酒，于宫门为坎。未明，鼓噪以入。方相氏执戈扬檐，周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2493页，中华书局1983年点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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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鼓噪而出，合趣显阳门，分诣诸城门。将出，诸祝师执事，预副

牲胸，磔之于门，酌酒禳祝。举牲并酒埋之。“

《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太b署”一节有记载：

季冬，帅倔子堂赠大傩，天子六队，太子二队，方相氏右执戈，左执楣

而导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恶鬼，傩者出，砾雄鸡于宫门、城门。”

《大唐开元礼》卷九十《军礼》63“大傩”一节更记载了完整的唐代除夕大傩仪

式。由《大唐开元礼》可以看出唐代的傩制比起隋代更加繁复，也更加有秩序。

有专门的官员来管理执行这一仪式。倔子有一百四十四人，执事十二人，工人二

十二人，方相氏一人，唱帅一人，鼓角各十人。有关官员有鼓吹令一人，太卜令

一人，各监所部巫师二人，太祝一人，斋郎三人。“各监所部巫师”中的“各监”

在《1日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也有记载：

内谒者监六人，正六品下。 内谒者十二人，从八品下。 内寺4fl-=-

人。正七品下。 内谒者监掌内宣传。凡诸亲命妇朝会，所司籍其人数，送

内侍省。内谒者掌诸亲命妇朝集班位。内寺伯掌纠察诸不法之事。岁大傩，

则监其出入。“

唐代中晚期执行这一仪式的官员品级更高，直接由太常卿充任。《乐府杂录》

文中记载“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四阁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

押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官于本寺先阅傩，并遍阅诸乐。”明确的指

出了是由太常卿、少卿、太乐令、鼓吹令、协律郎来执行的。由此可见驱傩部在

此时已由太常寺掌管。

此外，唐代中晚期后傩仪更加接近乐舞百戏，以娱乐为主要目的。不仅在前

一天进行预演时允许让官员家属观看，且在除夕当天百姓可以进外城观看(其日，

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谓壮观也。《乐府杂录》)，

形成了官民同乐的一个除夕文化风俗。

傩祭作为新年的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不仅在宫廷中举行而且在军队和各州

县甚至民间都广泛存在。《大唐开元礼》卷九十《合朔伐鼓》“中就记载了一整

套的军傩祭祀活动。合朔伐鼓与大傩的最大不同在于在傩祭仪式中强调了军队的

《堵书》第L69页，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排印本。

《新店书》第1245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奉。

《大膺开凡礼》第422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影印洪氏公善堂开本。

《⋯唐书》第1870页．中华书局1975年排日】本。

《人唐开儿礼》民族m版社2000年影印洪氏公蔷堂开本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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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参与祭祀活动的傩者不再由倔子，除了由鼓吹令率领的工人之外还有卫士

参与傩祭，并且增加了郊社令及其门仆守卫四门，由太史官来执行仪式。工人们

不再是“着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而是“执五兵于鼓外”，五兵

分别是刀、矛、戟、斧、槊。跟随太史官之后的还有持有黄麾、龙鼓、弓矢的工

人。

宫廷傩祭《大傩》仪式和军礼《合朔伐鼓》除了在仪仗形式和参与人员的不

同之处外两者之前的最大差异在于祭祀的主体不同：

宫廷傩礼在除夕祭祀的主体是太阴之神也就是月亮。

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读祝文日：“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

名，昭告于太阴之神：玄冬已谢，青阳驭节，惟神屏除凶厉，俾无后艰，谨

以清酌敬荐于太阴之神，尚飨。”

与以祭祀太阴为主体的大傩仪式不同的是合朔伐鼓的祭祀主体是“日”。

日有变，史官日：“祥有变。”工人齐举麾，龙鼓齐发声如雷。史官称“止”，

工人罢鼓。其日废务，百官守本司。日有变，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以下

皆素服，各于厅事前重行，每等异位，向El立。明复而止。

鉴于傩戏在唐代宫廷岁仪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中晚唐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乐

部而存在。

本章的论述对象是《乐府杂录》记载的雅乐部、云韶乐、清乐部、熊罴部、

鼓吹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驱傩部九个乐部，根据专题论述本章得出如下

结论：

1、雅乐部直属太常掌管，主要职能是御殿、宴群臣、郊天及诸坛祭祀，雅

乐部的乐官有太常卿。其下设有坐、立部伎。

2、云韶部就是仙韶部，是文宗开成四年宫内设立的取代梨园专门教习掌管

仙韶乐(在同年法曲改称仙韶乐)的机构。

3、唐中晚期的清乐部就来自于隋唐十部伎中的《清商》一部。

4、据《乐府杂录》记载开元年间熊罴部直属左右教坊管理，至唐末唐熊罴

部所奏乐曲还余《唐十二时》、《万宇清》、《月重轮》三曲。

5、《乐府杂录》记载的鼓吹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唐代太常寺所掌管执

行礼乐仪式乐舞的太常四部。

6、驱傩部由太常寺掌管，并且由太常卿主持傩祭仪式。宫廷傩祭《大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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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礼《合朔伐鼓》祭祀的对象分别为太阴之神“月”和太阳之神“日”。

四 ‘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乐人、乐器

唐代音乐受外来文化影响颇深，在九部乐、十部乐中就有《西凉乐》、《天

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八部

是异域音乐。为了配合这些少数民族音乐得演奏自然要引进当地的乐器以及乐

师，所以当时有大量的外族乐师生活在长安等繁华都市，这些外族的音乐及乐工

又对中原固有的曲调产生了影响。《乐府杂录》文中介绍了琵琶、筝、箜篌、笙、

笛、鬻篥、无弦、方响、击瓯、琴、阮咸、羯鼓、鼓、拍板，以及歌、俳优这十

六个项目中的著名乐人。

表4《乐府杂录》中记载的文唐代中晚期乐人

表演 艺人姓名 年代 《乐府杂录》所载音乐事迹 备注

形式

歌 韦青 开元 三代主纶诰，一身能唱歌 金吾将军

许合子 开元 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 内人

张红红 大历 喉音寥亮，仍有美色 昭仪，宫中号。记曲娘子”

田顺郎 贞元 御史娘子，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其写有《有歌童田顺

郎》、《田顺郎歌》

李贞信 元和、长庆

米嘉荣 元和、长庆 胡人，源自西语米国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其写有《与

歌者米嘉荣》

何戡 元和、长庆 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其写有《与歌者何戡》

陈意奴 元和、长庆

陈幼寄 开成

南不嫌 开成 又见《全唐文》卷四百三十八“纪崔侍御遗事”一

条

罗宠 开成

陈彦晖 咸通

俳优 黄幡绰 开元

张野狐 开元

李仙鹤 开元 韶州同正参军

曹叔度 开成

刘泉水 开成

范传康 成通

上官唐卿 成通

吕敬迁 成通

孙干 大中

刘璃瓶 大中

康遒 大中 善弄婆罗门 胡人，源自西域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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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魁 大中

石宝山 人中 胡人，起源西域石国

郭外春 成通

孙有熊 成通

刘真 戚通 随驾入京 籍丁|教坊

琵琶 贺怀智 开元 其乐器以石为槽，鸥鸡筋作 唐代诗人元稹《连昌宫词》记载“夜半月高弦索鸣，

弦，用铁拨弹之 贺老琵琶定场屋。”

康昆仑 贞元 诏移两市祈雨 胡人，源臼两域康国

段善本 贞元 声如雷，其妙入神 庄严寺僧

王芬 贞元

曹保 贞元 胡人，源自西域曹国，其族善奏琵琶

曹善才 贞元 胡人，源自西域曹国，曹保之子

曹钢 贞元 善运拨，若风雨，而不事扣 胡人，源自西域曹国，曹善才之子，曹保之孙

弦，时人谓：。曹纲有右手，

兴奴有左手。。

裴兴奴 贞元 长于拢捻，不拨稍软，时人 胡人，源自西域疏勒，其族技艺起于贞观时太常乐

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 工裴神符

左手。”

廉郊 开成 纲尝谓侪流日：“教授人亦 朱崖李太尉门乐吏，曹钢弟子

多矣，未曾有此性灵弟子

也。”

杨志与其 开成 某门中乐史杨忐，姑本宣徽弟子

姑姑

郑中丞 大和 内人

米和 成通 尤妙 胡人，起源西域米国

王连儿 咸通

筝 李青青 元和至太 亦妙手也

和中

龙佐 元和至太

和中

常述本 人中

史从 大中

李从周 大中 亚其父之艺

箜篌 张小子 成通 弹弄冠于今古

季齐皋及 太和 亦为上手，其女亦善此伎 曾为某门中乐史

其女

笙 尉迟章 太和 尤妙 胡人，起源两域于阗国

范汉恭 人中

范宝师 人中 尽传父艺 范汉恭之子

笛 李谟 开元 独步于当时 唐代诗人元稹《近昌宫词》中载其事迹

筚篥 尉迟青 贞元 将军

王麻奴 贞元 善此伎，河北推为第一手

黄日迁 元和、长庆

刘楚材 元和、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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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陆陆 元和、长庆

史敬约 大中

五弦 赵壁 贞元 妙于此伎也

冯季皋 咸通

方响 吴缤 成通 善打方响，其妙超群 调音律官，为鼓吹署丞

击瓯 郭道源 开成 风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宫

吴缤 咸通 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

鬈 宙生 贞元 善斫琴

宙生之孙 不详 精妙天F无比也 雷生之孙

贺若夷 大和 对文宗弹一调，上嘉赏之， 待诏

仍赐朱衣，至今为《赐绯调》

甘党 不详 亦为上手

阮咸 张隐耸 大中 其妙绝伦 待诏

羯鼓 花奴 开元 尤善击鼓 汝阳王，又见《羯鼓录》

王文举 咸通 尤妙 懿皇师之

鼓 祢衡 其妙入神

赵长史 开成 尤精

拍板 黄幡绰 开元 柏扳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

造谱

《乐府杂录》共记载了玄宗开元年间到僖宗兴蜀时期艺人73人，其中歌者12

人，俳优16人，琵琶14人，筝5人，箜篌3人，笙3人，笛1人，筚篥6人，五弦2

人，，方响1人，击瓯2人，琴4人，阮咸1人，羯鼓2人，鼓2人，拍板1人。

(黄幡绰同时记载于俳优与拍板两条，吴缤记载于方响、击瓯两条，此二人每人

仅记一人次)从此表不难看出占人数比例最多的为歌、俳优、琵琶、筚篥几项，

说明这几种表演形式在中晚唐时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歌舞、俳优

声乐艺术是唐代音乐的精华之一。段安节在“歌”这一节之首取“桓温问

孟嘉：昕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嘉回答说：渐近自然。”之说给出

了“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居诸乐之上”的观点，明确肯

定了声乐高于其它丝竹管乐的审美境界，而《乐府杂录》将“歌”这一节置于众

多器乐章节之前，也体现了他对声乐的重视程度。书中还记载了声乐演唱的方法：

“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

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强调了在演唱时气息运用的重要性。这一节记载了明

皇朝韦青官将军、内人有许和子，大历时才人张红红，贞元时御史娘子田顺郎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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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安节对于舞的评价是“舞者，乐之容也。”。书中记载的舞蹈共有五种分

别为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健舞是大型的群体舞蹈，有男子参加表演，

有时还将兵器作为道具使用，如剑舞等。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

旋、胡腾。软舞则由女子表演，舞姿柔美。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

团圆旋、甘州。字舞是由舞者组成字形方阵进行的舞蹈。花舞与字舞相似，舞者

著绿衣组成花字表演。马舞舞者著彩衣，执鞭于马上，马蹄应着节奏行进，类似

今日的马术表演。

俳优自汉代起就被列为为百戏的一种，《隋书》卷十五《音乐志》记载“始

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

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至唐代俳优就归入京都左右教坊掌管。《新

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记载“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

以中官为教坊使”67 o《乐府杂录》中记载了三种俳优演出的剧目分别是弄参军、

弄假妇人、弄婆罗。另外书中还记载了本来作为十部乐中的即扶南、高丽、高昌、

龟兹、康国、疏勒、西凉、安国乐被称夷部乐，其演奏者至大别年间也称为俳优

演出的范畴，演奏的乐器有：单龟头鼓、筝、蛇皮琵琶、凤头箜篌、卧箜篌、三

头鼓、铁拍板、葫芦笙，舞有骨尘舞、胡旋舞。并介绍胡旋舞“俱于--+圆球予

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球子上，其妙如此也”，可见属于杂耍百戏的范

围。

(二)琵琶

琵琶一词最早见于汉刘熙著的《释名》一书：“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

也。推手前日批，引手却日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乐府杂录》记其“始

自乌孙公主，造马上弹之”。琵琶在唐代流传很广，上至宫廷乐部下至民间演唱

都少不了琵琶，在唐九、十部乐中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自居易在其著名的《琵

琶行》中对琵琶的演奏音效有着形象的描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唐代善奏琵琶的艺人很多，《乐府杂录》中就纪录了其中的十四人。开元时

期的贺怀智所弹奏的琵琶十分特殊，书中记载“乐器以石为槽，鸡鸡筋作弦，铁

拨弹之”。书中记载贞元中遇长安大旱当时琵琶第一手康昆仑奉诏南市祈雨的故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排印本第380页。

”t瓿唐书》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第1244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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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说明了琵琶在当时人们生活的地位已不仅仅是作为宴享时的器乐演奏，而且

也作为人们心目中的“天籁之音”能够在祈雨时于上天沟通。

《乐府杂录》中记载了唐代两件琵琶名器——“大、小忽雷”。大、小忽

雷又称龙首琵琶或二弦琵琶以其发音忽忽若雷而得名。北宋钱易《南部新书》

中记载这两件琵琶的制作来历：“韩晋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骆谷山椒，巨树耸

茂可爱，乌鸟之声皆异。下马，以探弓射其颠，枝柯坠于下，响震山谷，有金石

之韵。使还，戒县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干，载以归。召良匠斫之，亦不知其名。

坚致如紫石，复金色线交结其间。匠日：‘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

名大者日‘大忽雷’，小者日‘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乐，遂献大忽雷入禁中所

有，小忽雷在亲仁坊里。””如今故宫博物院存有唐时大、小忽雷各一件，这两件

琵琶为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古代乐器之一。

唐代善奏琵琶的艺人主要出自康、曹二姓。根据向达所著《唐代长安与西域

文明》一书中记载此二氏皆以国名为姓，且都出于昭武九姓”。康氏，来自康国，

《乐府杂录》中除了记载善演琵琶的贞元年间乐工康昆仑外，还在徘优一条中记

载了“善弄婆罗门”的艺人康道。比起康氏，来自曹国的曹氏一脉，更是琵琶世

家。曹保一脉最初源于曹妙达，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向达在书中称其一族“特

为显贵”o。《玉海》卷一零五“唐九部乐、十部乐、十四国乐、二部乐”引《太

乐令壁记》：“后魏有婆罗曹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为北齐

所重。周武帝有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71《通典》卷一四六：“《龟兹》

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有

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校勘记》卷一三：“下文云至，据

《北齐书》正作曹妙达，则作唐者非也。”

《乐府杂录》杂录中不仅记载了曹氏祖孙三人的事迹，还记载了承袭曹氏技

艺的曹钢之徒廉郊的事迹。

“《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7页。

“根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记载此几姓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栊地、史。

”向达《唐代K安与西域文明》第19页。

”束I心麟《五海》1916页，江苏古籍i【j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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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授点排印奉第3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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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鼓是一种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的西域打击乐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由

于唐玄宗的个人喜好而盛行于宫廷之中。唐人南卓著有《羯鼓录》一书，该书详

细叙述了羯鼓的形状、构造，以及唐玄宗作羯鼓乐曲和演奏羯鼓的故事，书中还

记载了一百三十余首羯鼓乐曲曲名。《羯鼓录》中记载：“羯鼓出外夷，以戎羯

之故，故日羯鼓，亦谓之两杖鼓。”，而羯人指的就是西域月氏人。羯鼓一般用山

桑木制作，形状呈圆筒形，两头用绳子紧绷或者用钉子钉着两张皮革面。演奏时

两手持杖敲击，所以又叫“两杖鼓”。鼓的放置也有不同：一种是将鼓横放在平

地上；另一种是将鼓放在小牙床上；还有一种是将鼓置于较厚的木板上，演奏者

同时坐于其上。如今在中国国内已经很难见到羯鼓实物了有的只是如敦煌壁画上

所绘的图像，在日本部分博物馆里还藏有羯鼓实物，但是否与唐代羯鼓形制相同

还有待考证。

本章节论述了《乐府杂录》中记载的部分唐代中晚期的乐器、乐工，并将书

中记载的全部乐工按其生活的年代及善奏的乐器制成表格。后又选取了《乐府杂

录》中记载的唐代较有民族特点和使用范围较广的琵琶、筚篥、羯鼓三种乐器进

行论述，对比同时代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在唐代西域乐器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

而著名乐工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外族艺人。

五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

(一)《乐府杂录》中有关二十八调的记录及部分研究成果

《乐府杂录》所载《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虽今本已有文无图，但仍提

供了研究燕乐二十八调的重要依据。二十八调体系是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外音乐

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活动中为了解决当时多民族乐调体系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有

关二十八调体系记载最完整的唐代文献就是《乐府杂录》中《别乐仪识五音轮二

十八调图》以及《玉海》卷一O五收录的唐徐景安《乐书》730《乐府杂录》现存

所有版本对于“音轮图”的记载都是空缺，而“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这

个名称最早记载于《说郛》本。

在研究这一体系的过程“二十八调”又被国内外学者称为“燕乐二十八调”

和“俗乐二十八调”。自宋代至清代以毛奇龄、胡彦升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在

关注研究“二十八”调，并将其称为“燕乐二十八调”，之后中国乐律学史都将

”《玉海》江井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1916贝。

35



武汉音乐学院2004级研究生毕业论文 张磐《乐府杂录》研究

其称为“燕乐二十八调”。而1938年岸边成雄在《唐俗乐二十八调之成立年代》

一文中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一体系应被称为“俗乐二十八调”，故此之

后国内许多学者又将其称“俗乐二十八调”。

有关于“二十八”调的文献资料、专著和论文也非常的丰富。其中唐代文献

除《乐府杂录》外尚有《隋书·音乐志》、杜佑的《通典》；宋代文献有《新唐书·礼

乐志》、沈括的《梦溪笔谈》、蔡元定的《燕乐原辨》(已佚，《宋史·乐志》中保

留其四段文字)、张炎《词源》；清代的有关著作有凌廷堪的《燕乐考原》、胡彦

升的《乐律表微》、陈醴的《乐律通考》、戴长庚的《律话》、徐灏的《乐律考》、

江永的《律吕新义》、张文虎的《舒艺室余笔》、方培成的《香研居词麈》等。而

清代凌廷堪所著的《燕乐考源》与日本林谦三的《隋唐燕乐研究》、近人丘琼荪

所著的《燕乐探微》，和称“燕乐三书”。

图5《(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校》中二十八复原图74

量'●乞一■

上，麓C舅母

(二)《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二十八调之疑点

《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二十八调图已不存在，以下记载此后便是段安节《乐

府杂录》“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

”何吕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4期，1984年0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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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时调八音，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计用八百般乐器。至周

时改用宫、商，角．征、羽，用制五音，减乐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减乐器至三

百般。太宗朝三百般乐器内，挑丝竹为胡部，用宫、商、角、羽，并分平、上、

去、入四声；其征音有其声，无其调。平声羽七调：第一运中吕调。第二运正平

调。第三运高平调。第四运仙吕调。第五运黄钟调。第六运般涉调。第七运高般

涉调(虽去中吕调，六运如车轮转，却去中吕一运声也。)上声角七调⋯⋯去声

宫七调⋯⋯入声商七调⋯⋯上平声调：为徵声，商角同用，宫逐羽音。

右件二十八调，琵琶八十四调方得是。五弦五本，共应二十八调本。笙除二

十八调本外，别有二十八调中管调。初制胡部乐，无方响，只有丝竹。缘方响不

应诸调，有直拔声。太宗于内库别收一片铁。有以方响，下于中吕调头一韵，声

名大吕，应高般涉调头，方得应二十八调是。筝只有宫、商、角、羽四调，临时

移柱，应二十八调。

作为最早记录完整燕乐二十八调调名的文献，《乐府杂录》的《别乐仪识五

音轮二十八调图》的关键如下：

1、每富四调的次序是羽、角、宫、商，其余《新唐书·礼乐志》《梦溪笔谈·补

笔谈》均为宫、商、角、羽。

2、第五运小石角调后注“亦名正角调”。

3、“商角同用，富逐羽音”。

4、“挑丝竹为胡部”，燕乐二十八调与西域音乐有直接的联系。

依文中记载调名和运可制成下表：

表6《乐府杂录》记载二十八调图表

平声羽七调 上声角七调 去声宫七调 入声商七调 上平声调

第一运 中吕调 越角调 正宫调 越调

第二运 正平调 大石角调 高宫调 大石调

第三运 高平调 高大石角调 中吕宫 高大石调

第四运 仙吕调 双角调 道调宫 双调

第五运 黄钟调 小石角调(正 南吕宫 小石调

角调)

第六运 般涉调 歇指角调 仙吕宫 歇指调

第七运 高般涉调 林钟角调 黄钟宫 林钟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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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乐府杂录》外在唐宋时期记载有关二十八调的文献资料还有很多，下图

就将《唐会要》、《新唐书·礼乐志》、《辽史·乐志》、《宋史·乐志》中的二十八

调与其对比。

表7唐朱时期主要文献记载二十八调对照表

二十八 唐会要 乐府杂录 新唐书礼乐志 辽史乐志 宋史乐志

调

七宫 太蔟宫／沙陀调 正宫 正宫 正宫 正宫

高宫 高宫 高宫

中吕宫 中吕宫 中吕宫 中吕宫

林钟宫／道调 道调宫 道调宫 道调宫 道调宫

南昌宫 南吕宫 南吕宫 南吕富

仙吕宫 仙吕宫 仙吕宫 仙吕宫

黄钟宫 黄钟宫 黄钟宫 黄钟宫 黄钟宫

七商 黄钟商／越调 越调 越调 越调 越调

太蔟商／大食调 大食调 大食调 大食调 大食调

高大食调 高大食调 高大食调

中吕商／双调 双调 双调 双调 双调

林钟商／4,食调 小食调 小食调 小食调 小石调

南吕商／水调 歇指调 歇指调 歇指调 歇指调

金风调 林钟商 林钟商 林钟商 林钟商

七羽 中吕调 中吕调 中吕调 中吕调

林钟羽／平调 正平调 正平调 正平调 正平调

高平调 高平调 高平调 南吕调

仙吕调 仙吕调 仙吕调 仙吕调

黄钟羽／黄钟调 黄钟羽 黄钟调 黄钟调 黄钟羽

太蔟羽／般涉调 般涉调 般涉调 般涉调 般涉调

高般涉 高般涉调 高般涉调

七角 越角调 人食角 大食角

大石角 高人食角 高大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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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蔟角 高大石角 双角 双角

双角调 小食角 小食角

小石角调(正角) 歇指角 歇指角

林钟角 歇指角 林钟角 林钟角

林钟角 越角 越角

从以上两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二十八调与其他几部书

中的记载想比较存在有以下几点疑点：

l、二十八调到底是七宫四调还是四宫七调?

2、为何在角这一调《乐府杂录》与其他书籍记载错位?

3、二十八调到底该如何转调?

4、“上平声调：为徵声，商角同用，宫逐羽音”这句如何理解?

(三)“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解

1、二十八调到底是七宫四调还是四宫七调

因为中国古代在“调”这个词的理解上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为调名来理解，

二是作为调高来理解的。因此在二十八调的研究上就根据这两种理解形成了两个

理论体系也就是“四宫七调”和“七宫四调”。而这两种理论之间的矛盾在唐宋

间的古籍中就早己出现，有关到底是“四宫七调”还是“七宫四调”这个矛盾至

今一直都是存在于二十八调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所谓“四宫七调”唐二十八乐理论的核心，指的是以“宫、商、角、羽”为

四宫构成的二十八调。而宋燕乐理论则是“七宫四调”，这种理论认为“宫、商、

角、羽”为四调，每调有七均也就是七个调高，这样合为二十八调。

丘琼荪著《燕乐探微》一书“二十八”调一节中明确认定二十八调是琵琶调。

而他认为“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实为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

图’，‘轮二十八调者，转二十八调也。图则别有一图，乃综合五音二十八调而为

一图也一。”可以得出结论，七运就如同琵琶上的转调是七次转调，一旦转七调

四旦转二十八调。七运的顺序就是转调的顺序。此一推断也是证明《乐府杂录》

记载的二十八调为四宫七调。

赵为民《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研究》一书强调在已知乐学理论系统中，“运”

这个概念属段氏独创。同时指出： “《乐府杂录》关于二十八调体系使用了羽、

"庀琼荪《燕乐探微》第243页，J：海古籍{{i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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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宫、商四声，各声又有七运，这是一个七宫四调概念体系。”76

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以平、上、去、入四声分别指代羽、角、宫、商，

称为平声羽七调、上声角七调、去声宫七调、入声商七调，又以“运”“转”四

声。上文中已说明了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调”这个词的理解上有两种解释，

一是调名，一是调高。而乐学体系也常常使用“均”来表示调高这个概念，“均”

通“运”音，因此笔者推断《乐府杂录》中的七运应该指的就是调高概念，平、

上、去、入四声表示的是宫的概念。而《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七运”，这个运

到底指的是调名还是调高，笔者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判断。相对而言，笔者赞

同丘琼荪“七运”就如同琵琶上的转调，即七次转调，一旦转七调四旦转二十八

调，七运的顺序就是转调的顺序。由此笔者倾向认为《乐府杂录》中的宫调系统

应为四宫七调。

2、《乐府杂录》中记载二十八调

虽然《乐府杂录》以羽、角、宫、商的顺序来纪录二十八调，但为了方便说

明本文仍以宫调为第一调。

去声宫七调

第一运正宫调，第二运高宫调，第三运中吕宫，第四运道调宫，第五运南吕

宫，第六运仙吕宫，第七运黄钟宫。

《唐会要》卷三十三《诸乐》一条记载“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

曲名。及改诸乐名。太蔟宫时号沙陀调。”此一条是现今所能找到解释唐代调高

系统的最直接的文献。因此可以推断出第一运正宫调为音高为太簇，由此推出去

声宫七调按我们所熟悉的律名排列应为太簇(正宫)、姑洗(高宫)、蕤宾(中

吕宫)、林锤(道调宫)、南吕(南吕宫)、应锺(仙吕宫)、黄锤(黄钟宫)。

入声商七调

第一运越调，第二运大石调，第三运高大石调，第四运双调，第五运小石调，

第六运歇指调，第七运林钟商调。

此一调的记载诸各版本都没有差别，根据唐会要记载商调第一音为“黄钟商

越调”，入声商七调的排列为黄锺(越调)、太蔟(大石调)、姑洗(高大石调)、

仲吕(双调)、林锤(小石调)、南吕(歇指调)、无射(林钟商调)。

上声角七调

76赵为民《唐代二十八调理论{奉系研究》第鹋一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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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运越角调，第二运大石角调，第三运高大石角调，第四运双角调，第五

运小石角调，亦名正角调，第六运歇指角调，第七运林钟角调．

对于上声角七调的记载《乐府杂录》与其他书籍记载有较大的出入。这一宫

比较特殊的一运是第五运小石角调，书中记载它又名正角调。有关这一调阶名位

置笔者采用了赵为民在《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研究》77中的解释，认为应+该是

变宫而不是闰角。因此推算出七运名称是应锺(越角调)、大吕(大石角调)、

夹锺(高大石角调)、姑洗(双角调)、蕤宾(小石角调或正角调)、夷则(歇

指角调)、无射(林钟角调)。

平声羽七调

第一运中吕调，第二运正平调，第三运高平调，第四运仙吕调，第五运黄钟

调，第六运般涉调，第七运高般涉调。 虽去中吕六运如车轮转，却去中吕一

声也。”

目前所见能多个版本的《乐府杂录》除了《说郛》本外在此一调的记载都同

上文。目前多方学者在研究二十八凋的时候都采用的是以上那段记载。而《说郛》

在此处的记载却是：

第一运中吕调，第二运正羽调，第三运南吕宫，第四运仙吕宫，第五运黄钟

调，第六运般涉调，第七运高般涉调。虽云吕调七运如车轮转，却去中吕一

声也。”(黑体字为《说郛》本独有文字)

这二段文字对比在第二运与第三运上产生了分歧，并且在之后的解释上也有

不同。一个是七运转一个是六运转。首先看《守山阁丛书》本的记载“虽去中吕

六运如车轮转，却去中吕一声也。”此处看着就不能理解了，本来应该是七运，

去掉中吕一运却怎么能说是“六运如车轮转”昵?难道这平声羽七调只有六运

吗?在看《说郛》本“虽云吕调七运如车轮转，却去中吕一声也。”由此可以看

出平声羽七调还是以“七运如车轮转”有完完整整的七运，但是却不以中吕为第

一声，而是以“虽云吕调”的南吕宫为第一声。中吕虽为第一运但是在实际演奏

上却是以南吕宫为第一声。因此可以得出平声羽七调为：仲吕(中吕调)、林锺

(正羽调)、南吕(南吕宫)、无射(仙吕宫)、黄钟(黄钟调)、太蔟(般涉

调)、夹锺(高般涉调)。

77赵为民《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研究》商务印书管2006年版第66页。

78引自《守山阁从书》本。

”引自《说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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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如上四宫的调高关系上我们可以发现，《乐府杂录》所记载的二十八之所

以会和其他文献出现歧义的理解，是因为它强调转调方式是七度转调。

上平声调

为征声。商，角同用；宫逐羽音。

《乐府杂录》杂录中还记载“上平声调，有其声，无其调”。为何无调?是

因为它“为征声”。笔者认为“征声”的概念就是为各个调子做临时移调使用的。

为何说它“商、角同用”?从以上对平声羽七调和上声角七调的调名分析我们

可以看出，这两个调共有十四个调名涵盖了所有的十二调名。因此“商、角同用”

的意思是这个“征声”可以随时使用任何的音不为调式所限制。而“宫逐羽音”

指的是它的宫音应与羽调相同。

本章主要从《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二十八调的四点疑点来解读“别乐仪识五

音轮二十八调图”这一章节。虽然段安节所著的《乐府杂录》在此一节已有字无

图但笔者还是试图从文字入手并以文字的方式解读这个章节。根据笔者研究认为

《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二十八调是四宫七调；二十八调因七度转调所以在角调的

位置是变宫，因此《乐府杂录》中的记载会向下错一位；上平声调是为临时移调

准备的一个声调，可以使用十二音中的任意一个，所以有其声无其调，其宫音与

羽调相同应为仲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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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是对唐人段安节所著音乐笔记《乐府杂录》的专书研究。文章以“成书、

版本及文本结构”、“中晚唐的音乐机构”、“唐代中晚期的乐部组织”、“《乐府杂

录》中记载的乐人、乐器”、“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说”这五个章节展开，

试图以《乐府杂录》文本入手来研究盛唐之后唐代中晚期的音乐制度、音乐机构

以及当时使用的乐器、乐调等问题。

笔者以校勘《乐府杂录》文本入手，对比同时代相关资料完成了“中晚唐的

音乐机构”、“唐代中晚期的乐部组织”两章。论文第一部分“《乐府杂录》的文

本结构”考证了《乐府杂录》的作者段安节的家世生平和该书现存版本状态，并

用图表的方式展示了《乐府杂录》的版本源流和文本结构。第二部分“唐中晚唐

的音乐机构”，认为《乐府杂录》之所以使用“乐府”一词指代唐代宫廷音乐机

构，是因为由于唐术政治经济衰败、宫廷音乐机构减缩，而作者所著《乐府杂录》

记载的正是这一时期减缩后的所有宫廷音乐机构职能的汇总。唐末的宫廷音乐机

构虽说已减缩，但是太常、教坊、梨园(云韶院、仙韶院)这三大机构依然存在。

梨园、仙韶院、云韶院皆是教习法曲的机构，实为一体。第三部分“《乐府杂录》

中记载的乐人、乐器”是对《乐府杂录》中记载的本章的论述对象是《乐府杂录》

记载的雅乐部、云韶乐、清乐部、熊罴部、鼓吹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驱

傩部九个乐部，推断出其中的鼓吹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应为太常四部。第

四部分“《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乐人、乐器”统计了书中记载的全部乐工和乐器，

探讨了乐器演奏家的师承关系。第五部分“《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说”

对比唐宋音乐文献，指出《乐府杂录》中记载的二十八调中的特殊记载方式，综

述了各家对《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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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乐府杂录’校勘本一卷

序

爰自固朝初修郊{妻，刊定桀怒，约三代之歌锺，均九威之律度，莫不《韶》音盎美，雅

奏克诺，上可以籁大降神，F可以移凰燮俗也。以至桑嗣管桀，濮上新罄，金缘慎送於精能，

本领皆傅於故老。重翻曲羽，全怯淫绮之音；梭采倭伶。泊徒蘸乱，褴寺隳颓，箕蕨既移，

警鼓莫辨。梨国弟子，半已奔亡；桀府歌章，蜮旨丧隧。安筋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皖宫

商，亦以圈兄敷多，稍能耙憧。耆兄《教坊就》，亦未周祥，以耳目所接，编成《橥府摊缘》

一卷。自念浅拙，卿且直害，以俟博固者之稿滋漏焉。朝藏大夫守圆子司棠上柱圜赐紫金焦

袋段安钸撰。

雅桀部⋯

宫惑四面，天子桀也；轩懋三面，赭侯桀也；判懑二面，大夫桀也；特懋一面，士桀也。

宫戆四面，每面五架，架即箕虞也，其上安金铜仰赐，以髯篱孔雀羽装之；雨面缀以流赫，

以采翠绦鲅羯之也。十二律上锺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磐及编锺各一架，每架列锺十二所，

亦依律编之。四角安鼓四座：一日虑鼓，二日腰鼓，三日警鼓，四日雷鼓；皆彩童，上各安

寅输，以珠翠舣之。桀即有箫、笙、竽、埙、篪、龠、跋膝、琴、瑟、纂。将竿形似小锺，

以手将之即呜也。次有登歌。皆奏法曲，絮殿即《奏凯》、《安庚》、《雍熙》三曲；宴群

臣即奏《皇荤》、《四牡》⋯、《鹿呜》三曲——近代内宴，即全不用法桀也——郊天及诸

埴祭祀，即奏《太和》。1、《冲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赭桀逐之。其桀

工皆戴平帻，衣绯大袖，每色十二，在桀戆内。己上捐之“坐部伎”。《八佾舞》剐六十四

人，文武各半，皆著盔帻，俱在桀戆之北。文舞居束，手孰翟，状如原毛。武舞居西，手孰

戚。“1文衣畏大，武农短小。其缝自币及磬师、登歌，《八佾舞》蓝赭色舞，通胡之“立部伎”。

祝、敌”桀戆既隙，太常卿押桀在桀懋之北面。太桀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太桀在柬，

鼓吹居西。馅律郎二人，皆孰口竿，亦用彩翠被之。一人在殿上，譬“竿倒，殿下亦倒，遂

奏桀。馅律郎皆缘衣大袖，戴冠。⋯

[1]《颓就》本将此句加檩题鲸作“天子橥”

[2]此虎《皇鼙》、《四牡》二曲根撩《孕海颓编》褊充，其他褚本此虎缺失。

[3]《擘海颓编》作《人和》

∞古代一种打击乐器，ff：lf止乐。

。1具有五彩的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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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颧靛》摘缘“文舞居束，孰翟：武舞居西，孰戚。太常卿押桀，在桀戆北：塌律郎孰

口竿，缘衣，大袖，藏冠。警鼓二人，孰朱幡引桀”缘作“文武舞”其中“警鼓二人，孰

朱幡引桀”摘自鼓吹部。

[5]《蔽郛》本燕此僚。

霎韶部

用玉磐四架。桀即有琴、瑟、篥、篇、篪、龠、跋膝、笙、竽、登歌、拍板。桀分堂上、堂

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农绪衣，各孰金莲花“1引舞者。金蘧，如仙家行道者

也。舞在陪下，彀锦筵，宫中有罢韶院。
叫

[1]‘孥海颓编》作。金莲”。

[2】‘靛郛》本燕此傣。

清桀部

桀即有琴、瑟、霎和筝——其颈像霎——笙、竽、筝、箫、方学，篪、跋膝、拍板。献即有

弄贾大膳兄也。⋯

[1]《就郛》本燕此僚。

鼓吹部

即有卤簿、钲、鼓及角。桀用弦轺、笳、篇。又即用哀笳，以羊角菊管，麓羯颈也。警

鼓二人，孰朱幡引桀，衣文，戴冠。己上桀人皆骑餍，桀即韶之“骑吹”。俗檠亦有骑吹也。

天子卤簿用“大全仗”，鼓一百二十面，金钲七十面。郊天褐扇吉褴，即衣罢花黄茄0鼓四，

钲二；下山陵凶檀，即衣霎花白衣，鼓二，钲二。下册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

钲四十面，捐之“小全仗”。公主出降及册三公蓝柑扇樘葬，蓝用“大半仗”，鼓四十面，

钲二十面。诸侯用“小半仗”，鼓三十面，钲四十面，吉凶如上。自太子已下，册樘及葬幸付

庸，蓝怨警鼓。⋯

[1]《就郛》本燕此僚。

驱雠⋯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南四目，衣熊裘，孰戈，拐盾，13作“傩、傩”之謦，

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餮，衣自叠衣。各孰麻鞭，瓣麻捣之。1，畏敷尺，振之罄甚属。

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歹凶者；肼胃，食虎者；腾筒，食不祥者。搅猪，食咎者；祖明，

强梁，其食碟死寄考者；腾根，食盎者等”’。

偎子五卣，小兄南之，衣朱褶、素襦，戴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傩，碾宫懋桀。太常卿及

少卿押桀正到四园朗”1，丞蓝太桀署令、鼓吹署令、惴律郎北押桀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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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蓝赭官於本寺先固傩，蓝遍圈褚桀。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觐之，百姓亦

入看。颇沼；|士觏也。太常卿上此。崴除前一日，于右金吾葩尾道下重明，即不用桀也。榘楼

畴，丁I金鞋竿下打赦鼓一面，钲一面，以石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钲以千下。

[1]《颊就》本此篇僮辣六十酴字

[2]<筑郛》本作。以逐疫也”。

[3]《就郛》本作“盏辫麻南之”此文《兢郛》本懂缘94字。

[4]《旱海颓编》本作“其有甲作，食凶者；沸捐，食萝者；腾虢，食不祥者；毙赭，食名

者；祖盟，强食，其磔死寄生者；桃根，食篪者等”。

[51‘孕海颓编》本作“西翻门”．

熊黑部⋯

其熊最者有十二，皆以木雕之，悉高丈馀。其上安版床，梭施寅巾意，皆金彩敫之。於

其上奏雅桀。含元殿方奏此桀也，奏唐《十二畴》、《蓠宁清》、《月重输》二曲，亦胡之

“十二案”。桀具庳在望t*lliP'内之束壁。俗桀古都厨桀圜新院，院在太常寺内之西北也。阴

元中始刖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裹，束都在明羲裹，以内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

又於上都魔化裹、太平褒兼各署桀官院一所。⋯

[1]《颓就》中此篇檩题菊《左右教坊》

[2]除《孕海颓编》外褚本皆燕此後文字。

[3]《就郛》本舞此僚。

鼓架部

桀有笛、拍板、答鼓，即腰鼓也，雨杖鼓。献有《代面》，始自北密神武弟，有膪勇，

善闩皲，以其颜貌燕威，每入障即著面具，後乃百皲百腾。献者衣紫，腰金，孰鞭也。《钵

顽》，昔有人父稳虎所惕，遂上山荨其父尻。山有八折，故曲八叠。就者被霰，素衣，面作

啼，盖遭丧之状也。《赫中郎》，後周士人髁葩，嗜酒落魄，自虢中郎。每有歌埸，辄入猾

舞。今稳威者，著徘，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即有《踏摇娘》、《羊颈潭脱》、《九

颈狮子》，弄《白属益锺》，以至寻檀、跳丸、吐火、吞刀、旋巢、筋斗，悉魇此部。⋯

[1]《就郛》本燕此僚。

氧兹部

桀有莆篥、笛、拍板、四色鼓、揩羯鼓、鞋樘鼓。威有五方⋯狮子，高丈馀，各衣五色。

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童衣，孰红拂子，胡之“狮子郎”，舞《太平桀》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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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桀》曲，亦魇此部。秦千所制，舞人皆农童甲，孰旗饰：外藩镇春冬犒罩亦舞此曲，兼焉

罩引入埸，尤甚；I士鼠也。‘葛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遥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

[1]《墨海金壹》、《晕海颓编》本作“五常”。”1

[2]《就郛》本燕此像。

胡部

桀有琵琶、五弦、竽、箜篌、觜篥、笛、方警、拍板。合曲畴亦擎小鼓，钹子。合曲後立唱

歌，凉府所造，本在正宫胡，大遍，小遍“1，至寅元初，康昆俞翻入琵琶玉宸宫稠“1。初造

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褚桀，即黄缝宫羽也。《奉翌桀曲》，是聿南康镇蜀畴南韶所造，

在宫拥，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内宴，即於殿前立奏桀，更番替换；若宫中宴，即坐奏榘。俗

桀亦有坐部、立部也。。1

[1]《墨海金壹》、《孥海颓编》本作“小遍者”。

[2] 《墨海金壹》、《早海颓编》此胡名缺失

[3] 《兢郛》本羝此僚。

歌

歌者，桀之歌也。故练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褚桀之上。古之能者，即有韩娥鼍李延年“、

莫愁。善歌者必先调其氟，氤氲自膀出至喉，乃噫其翮，即分抗竖之音。既得其衍，即可致

遏罢馨毂之妙也。明皇朝有章青，本是士人，曾有祷：“三代主编貉，一身能唱歌。”官至

将罩。朗元中，内人有静和子者，本吉州永新躲桀家女也。朗元末逗入宫，即以永新名之，

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惠，善歌，能燮新聱。辚娥、延年浸後千馀载，帻燕其人，至永新始继

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骜，簪傅九陌。明皇管猖召李摸吹逐其歌，曲终管裂，

其妙如此。又一日，踢大酶於勤政楼，觏者敷千莴，罘喧哮聚语，莫得角蘸百威之音。上怒，

欲琵宴。中官高力士奏莆命永新出歌模一曲，必可止喧，上徒之。永新乃撩鬟犟袂，直奏曼

聱，至是庚埸寂寂，若燕一人。喜者固之氟勇，愁者蠲之踢施。洎濑隅之乱，六宫星散，永

新鹅一士人所得。聿青避地庚陵，日夜愿拥於上河之上，忽固舟中奏水弱者，日：此永新歌

也!”乃登舟舆永新封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舆其母之京师，竟殁於凰麈。

及卒，谓其母口：“阿母，钱榭子倒矣。”大唇中，有才人碾红缸者，本舆其父歌于衢路

乞食，遇将覃章青所居，在昭囫坊南门裹，青於街牖中固其歌者，喉音嘹亮⋯，仍有眉首”1，

配相传为古代韩国的善歌者。《列子．汤问》“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馀

音绕粱楗，三日小绝。”

昭中国汉代宫廷爵乐家。《史记》称“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 他曾将张骞通两域时带州的《摩柯

兜勒》一曲改编为“新声二十八解”，用作仪仗队的军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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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纳捣姬。其父舍于後户，倭给之。乃自傅其萋，颖悟缱偷。曾有桀工自撰歌，即古畏命两

河女也。加溅其筒奏，颇有新謦。未遣固，先侑歌於青。青召红红於屏凰後薅之，红红乃以

小豆敷合葩其拍。桀T歌醒，青入躅红红如何，罢：“已得矣。”青出罢：“有女弟女久曾

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凰歌之，一謦不失。桀工人麓冥，遂葫相兄，敛伏不已。再

罢：“此曲先有一聱不穗，今己正矣。”寻逵上甍。翌日召入宜春院，窝浑隆昊，宫中虢纪

曲娘子，辱南才人。一日内史奏章青卒，上告红红，乃上前呜咽奏霎：“妾本凰麈丐者，一

旦老父死有所埽，致身於内”’，皆自章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恸而绍。上嘉欺之，即

赠昭侥也。寅元中，有田顺曾鹅宫中絮史娘子。元和、畏废以柬，有李寅信、米嘉粲、何戡、

隗意奴。武宗己降，有隙幼奇、南不嫌、耀窿。馘通中，有陈彦晖。

[1]‘墨海金壹》、‘擘海颓编》本作“寥亮”。

[2]《墨海金壹》本作“美色”。

[3]《墨海金壶》、《孥海颓编》本作“入内”。

舞工

舞者，桀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麓湍，或如穗燕。婆娑，舞憋也；蔓延，舞缀也。

古之能者不可腾记。即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属舞。健舞曲有棱大、阿逵、柘枝、刽

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缘腰、酥合香、屈柘、囤圆旋、甘州等。

俳傻

阴元中，黄幡绰、碾野狐弄参覃，始自漠铭陶令石口“3。口有腻犯，和帝惜其才。1，免罪。

每宴桀，即令衣白爽衫，命馒伶就弄辱之，缝年乃放。後鹅参苹，毅也。“1阴元中，有李仙

鹤善此威，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罩，以食其禄“1。是以睦鸿渐撰匍言韶州，盖由此也。武宗

朝有曹叔度、墨Ⅱ泉水“1。馘通以来，即有范傅康、上官唐卿、吕敬遥”1等三人，弄假娟人。

大中以柬，有繇乾、到璃瓶”1。近有郭外春、搽有熊。僖宗幸蜀畴，献中有到真者尤能，後

乃随鹆入京，籍於教坊。弄婆罪。’，大中初有康道、李百魁、石寅山。。1大别有夷部榘，即

有扶南、高艟、高昌、趣兹、康圆、疏勒、西凉、安圈桀。即有罩鲺颐鼓及筝。蛇皮琵琶，

益以蛇皮南槽'厚一寸☆缸鳞介具面焉“。。亦以楸木南面其捍摇以象牙菊之0壹其固王骑象，

檀精妙也。凰颈箜篌、卧笔篌，其工颇奇巧。三颈鼓、绒拍板、葫麓笙，舞有骨麈舞、胡旋

舞，俱於--d"圆球子上舞，疑横腾踏，雨足终不靛於球子上，其妙如此也。

[1]《就郛》本此虎有“有贼”二字。

[2]《兢郛》本作“孝和惜其才”。

[3]《虢郛》本作“缝年乃裎，故南参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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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靛郛》本作“明皇特授李仙鹤正参覃，以食其俸”。

ES]‘靛郛》本此虚有“殊秒”二字， ‘墨海金壹》、<擘海颓编》本作“蛾淡最妙”。

16]《靛郛》本作“吕敬敬”。

[7]《兢郛》本作“揉乾钣、到璃瓶”。

E8]‘兢郛》本作“弄婆疆门”。

[9]《筑郛》本作“大中初有康道米、禾稼米、李卣魁、行寅山”。

[10]《墨海金壶》、《挈海颏编》本作“厚一寸馀，鳞介具”。

琵琶

始自扁搽公主，造属上弹之。有直项者、曲项者，便於急朋也。古曲有<陌上桑》，范哗、

石苞⋯、甜奕，皆善此桀也。朗元中有贺僚智，其桀器以石藕槽，鸥雏筋作弦，线撼弹之。

寅元中有康昆俞第一手。始遇畏安大旱，貂移南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庚较膀负，同聱

桀，即街束有康昆龠琵琶最上，必韶街两羝以敝也。遂令昆俞登彩槐弹一曲新翻羽稠缘腰，

其街西亦建一模，柬市大耧“1之。及昆命度曲，西市檀上出一女郎，抱桀器先霎：“我亦弹

此曲，兼移在极香调中。”及下摆，譬如雷，其妙入神。昆俞即蔫骇，及拜请耦师。女郎遂

更衣出，兄乃僧也。羞西市豪族厚赂驻殷寺僧善本，姓段，以定束之骜⋯。翌日，德宗召

入，令隙本萋，具常嘉奖，乃令教授昆命。段奏日：“且莆昆龠弹一胡。”及弹，师日：“本

领何雅?兼带邪謦。”昆俞麓日：“段师神人也。臣小年初孕婪畴，偶于郊舍女巫授一品弦

羽，後乃易敷师。段师精望，如此玄妙也。”段奏日；“且遣昆俞不近桀器十年，使忘其

本领，然後可教。”韶静之，後果壶段之蓼。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揉曹钢，

皆梁所錾。次有裴具奴，舆钢同畴。铜善逗摇，若凰雨而不事扣弦。具奴畏於揽撩颓。畴人

谓曹绸有右手，典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巢吏廉郊者，师于曹钢，盎钢之能。镧

常日：“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重弟子也。”郊曹宿平泉别墅，值凰清月朗，搞琵琶池上谭蕤

寅调，忽筒芰荷同有物跳躇之罄，必捐是角。及弹剧胡，即燕所固。祓弹蕾稠，依管有聱。

遂加意朗弹，忽有一物，锵然蹿出池岸之上，祝乃方辔一片“1，盖蕤寅域也。以指撼精妙，

律吕相虑也。某门中有桀吏榻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绍。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宫，于永

穆靓中住。自惜其篓，常畏人同，每至夜方谈“1。榻志惩求教授，墼不允，且日：“誓死不

傅於人也。”志乃赂其靓主，求寄宿於觏，癞疆其姑译弄，仍系脂革呈带，以手鲞带耙钸

奏，遂得一雨曲调。明日捕桀器指姑”1，姑大麓巽，志即告其事。姑意乃回，盎傅其能矣。

文宗朝，有内人鄞中丞善胡琴。内庳“1二琵琶虢大、小忽雷。鄣曾押小忽雷，偶以匙颈脱，

送崇仁坊南趟家修理。大约造桀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趟家最妙。B寺有榨相萏吏梁厚本，有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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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在昭愿”1之西，正酶河岸。垂钧之隙，忽兄一物浮遇，畏无六尺静，上以绵绮缠之。令家

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及骚朗视之⋯，乃一女郎，般饰候然，以耀领巾系其颈。解其领巾

伺之，口鼻有馀息，即移入室中特簧，缝旬乃能言，霎：“是内弟子鄣中丞也。昨以忤旨，

命内官缢毅，投於河中，锦绮即弟子相赠雨。 ”遂垂泣感谢，厚本即纳舄妻。冈言其篓，

及言所弹琵琶今在南趟家，寻值训注之乱，人莫有知者。厚本赂桀匠膊得之。每至夜分，方

敢轻押。後遇良夜，欹於花下，酒酣，不冕朗镡敷曲。洎有黄朗放稿子遇其门，私於腩外穗

之，日：“此郊中丞琵琶聱也。”翌日逵上骢，文宗方追悔，至是祷喜，即命宣召，乃赦厚

本罪，仍加锡赐焉。成通中即有米和，即嘉粲子也。申旋尤妙。梭“”有王逵兑也。前羽胡绿

腰注鬈：“本自桀工遣曲，上令鲸其要者，今以南名，彀言绿腰也。”

[1]‘墨海金壹》、‘擘海颓编》本作“石崇”。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仕魏，耨景帝

中蘸罩司属。徙鄹，典晨中郎将，唇柬藁琅邪太守，遥徐州刺史，又遥音武将罩，假箭、盛

青州褚罩事。以平褚葛诞功拜镇柬胳晕。封束光侯，寻代王基，都督拐州藉蕈事，隙留王畴

遣征束大膊罩，遥骠骑将军。晋受禅，遥大司属，追封桀陵郡公，加侍中，拜司徒，泰始九

年卒，靛日武。

[2]《墨海金壹》、《孥海颓编》本作“畿”

[3]《单海颊编》本作“腾”。

[4] 《孕海颓编》本作“一片方窖”

[5]《墨海金壹》、《孕海颓编》本作“弹”

[6]《孥海颓编》本作“明日揣桀器指姑诨之”

[7]《擘海颓编》本多一“有”字

[8]《擘海颓编》本多一“瓢”字

[9]《墨海金壹》、《晕海颊编》本作“骚棺视之”

[10]《孕海颧编》本作“後”

筝

筝者，蒙恬所逶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靛佐。大中以柬，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

j!筻、李j楚周皆能者也。徒周即青搽，亚其祖⋯之萋也。

[1]《墨海金壹》、《擘海颓编》本作“父”

箜篌

箜篌，乃酆衔之音榨舆也。以其亡圈之音，故虢空圆之侯，亦日坎侯。古桀府有公燕渡河之

曲。昔有自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女⋯鹿玉善箜篌，撰此曲以寄哀情。馘通中，第一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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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小子，忘其名，弹弄冠於今古，今在西蜀。，亦稿上手，曾捣某朗中桀史。後有女亦善此

伎，稿先徐相姬。大中末鸯皋尚在，有内宫撮引入教坊，群以衰老，乃至胡部中。此桀妙绝，

教坊雎有三十人，能者一雨人而己。”’

[1]《孥海颓编》本捣“其妻鹿玉”

[2]‘旱海颓编》本菊“大中末齑皋尚在，有内宫撮引入教坊，辞以衰老乃止。胡部中此桀

妙绝，教坊雎有三十人，能者一雨人而己。

笙

笙者，女娲造也。仙人王子晋于辗氏山月下吹之，象凰翼，亦名参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太

和中有尉遥章尤妙。宣宗已降，有箍漠恭，有子名寅断，壶傅父墓，今在陕州。

笛

笛，羌桀也。古有落梅花曲。阴元中有李摸，猾步於富畴，後椽山乱，流落江束。越州刺史

皇甫政月夜泛镜湖，命旗吹笛，谟稳之盎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柬骢，凰骨冷秀，政昊之，

造而同焉。老父日：“某少善此，今期至音，辄柬莸耳。”政即以摸笛授之，老父始奏一骜，

镜湖波浪摇勤，敷迭之後，笛遂中裂。即探傻中一笛，以晕其曲。政视舟下，兄二靛翼舟而

雅。老父曲终，以笛付摸。摸吹之，竟不能聱。即拜谢，以求其法。顷刻，老父入小舟，遂

失所在。

筚篥

大巍兹固桀也也，亦日悲栗。德宗朝有尉暹青，官至髂罩。峙青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

北推鹅第一手。恃其蓼，倨傲自负，戎帅外莫敢轻易葫者。徒事台拜入京，晦岐把酒，葡吹

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南不可。徒事怒Eh“汝蓼亦不足稻，殊不知上固有尉遥将罩，

冠绝今古。”麻奴怒日：“某此篓海内壹有及者也，今即往彼，定其馒劣。”不敷月到京，

钫尉逞青所居在常桀坊，乃侧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逞每缝其朗，如不固。麻奴不平，

乃求褐兄，嗣者不纳，厚赂之，即引兄青。青即席地令座。因于高般涉稠中吹勒部羝曲。曲

终，汗洽其背，尉暹颔颐而己。莆日：“何必高般涉调也。”即自取银字管于平般涉胡吹之。

麻奴涕泣愧谢El：“遗鄙微人，偶孕此錾，寅胡燕敞，今日忝圈天桀，方悟前非。”乃碎桀

器，自是不後言音律也。元和、畏度中，有黄日遥、到楚材、尚隆睦，皆能者。大中以东，

有史敬约，在汴州。

五弘

直元中有趟璧者，妙於此伎也。自傅飙辣有五弦撺，近有；焉季皋。

方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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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中，有调音律官吴缤，为鼓吹署丞，善打方响，其妙超群，本朱崖李太

尉家乐人也。

击瓯

武宗朝郭道源，後揭凰翔府大典寺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亦善擎瓯。率以邢瓯、

越甄共十二复，旋加溅水於其中，以口擎之。馘通中，有具洞晚音律，亦药鼓吹署丞，

充调音律官，善於擎瓯。擎瓯，蓝出於擎缶。

塞

古者能士固多矣。寅元中，成都雷生善斫琴，至今尚有搽息不壁其檠，精妙天下燕比也。弹

者亦累焉。太和中有贺若夷尤能。後菊待韶，封文宗弹～词，上嘉黉之，仍赐朱衣，至今鹅

赐鼯朝。後有甘黛，亦裔上手。

阮馘

大中初，有待韶碾隐鸳者，其妙缱偷。蜀郡亦多能者。

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踢王花奴，尤善擎鼓。花奴畴戴砑绢帽子，上安葵花，敷曲，曲终花不落，

盖能定颈项硐。黔郇南卓著《羯鼓缘》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犟尤妙，弄三杖打口，

蓠不失一，懿皇师之。

鼓

其謦坎坎然，其是桀之箭奏也。褶衡常农彩衣擎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趟畏史尤精。

拍板

拍板本羝藉，明皇遭黄幡绰造措，乃於纸上查雨耳以造。上同其故，封日：“但有耳道，燕

筋奏也。”辑文日：“桀句。 ”古桀工都静五千赫人，内一千五百人俗桀，系梨圜新院。

於此旋抽入教坊，种司每月之精料，于桀寺给散。太桀署在寺院之柬，令一丞一；鼓吹署在

寺朗之西，令一丞一。

安公子

隋蜴帝游江都，畴有桀工笛中吹之。其父老鹰，于队内筒之，圈日：“何得此曲?”子封日：

“宫中新翻也。”父乃捐其子日：“宫日君，商日臣。此曲宫罄，往而不返，大镱柬巡，必

不回矣。汝可托疾勿去也。”精望如此。

黄骢叠
’

太宗定中原畴所乘戟属也。後征逡，属毙，上噗惜，乃命桀r撰此曲。

雕剧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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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狱，溲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篥，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

郎神，益取良人行弟也．遂三易其名，亦名切子，终虢愁回鹃。

夜半橥

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鞋，正夜半，靳畏桀门|；目，领兵入宫翦逆人。後撰此曲，名遇哀桀。

雨霖铃

明皇自_曲蜀返，桀人碾野狐所制。

康老子

康老子即畏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卦。常舆圆桀遂虎，一旦家麈荡盎。偶一老娼持萏锦褥货

鬻，乃以半千獾之。辱有波斯兄大麓，莆康日：“何虎得此，是冰嚣绦所缴。若暑月隙於座，

可致一室清凉。”即酬千蓠。康得之遗，舆团桀追欲，不缝年梭盎，寻卒。後桀人嗟惜之，

遂制此曲，亦名得至寅。明皇初纳太真妃，喜胡後宫日：“予得榻家女，如得至寅也。”遂

制曲，名得寅子。

文教子

畏度中，俗蒲僧文教善吟耀，其謦宛惕，感勤裹人。桀工黄米饭状其念四聱觏世音菩蘑，乃

撰此曲。

望江南

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El，稳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澍秋娘，後改此名。亦名萝江南。

榻柳枝

白傅弼居洛邑畴作，後入教坊。

倾杯桀

宣宗喜吹麓管，自裂此曲。初搽管，令排兄辛骨<骨出>拍，不中。上目螳祝，骨<骨出>

爱悝，一日而殂。

拍板

懿皇命桀工敬纳吹篥，初弄道胡，上捐是曲误，拍之，敬纳乃随拍，撰成曲子。

傀儡子

自昔傅霎起于漠祖在平城藕冒顿所囤，其城一面即冒顿妻阴氏，兵强於三面。墨中绝食。隙

平葫知弱氏妒忌，即造木偶人，_逗橇嗣舞於陴同。嗣氏望兄，捐是生人，虑F其城，冒顿必

纳妓女，遂退罩。史家但霎隙平以秘计免，盖鄙其策下雨。後桀家翻舄威，其引歌舞有郭郎

者，骚正秃，善傻笑，圈畴呼稳郭郎，凡威埸必在俳兄之首也。

剧桀徽五音输二十八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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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畴调八音，用金、石、缘、竹、匏、土、革、木，针用八百般桀器。至周踌改用宫、商、

角、徵、羽，用制五音，溅桀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溅桀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桀器内，

挑缘竹蔫胡部，用宫、商、角、羽，程分平、上、去、入四謦；其徵音有其骜，燕其弱。

平聱羽七调

第一逢中吕胡，第二逢正平鲷，第三逢高平铜，第四迢仙吕羽，第五逢黄锺胡，第六逢般涉

胡，第七逗高般涉调。

上罄角七朝

第一迢越角调，第=逢大石角凋，第三连高大石角调，第四逗蔓角调，第五连小石角羽，亦

名正角阑，第六迢歇指角镧，第七逗林缝角辋。

去譬宫七蠲

第一遇正宫翊，第二遵高宫胡，第三逢中吕宫，第四逗道羽宫，第五逢南吕宫，第六逢仙吕

宫，第七递黄锺宫。

入謦商七羽

第一迢越稠，第二逗大石稠，第三递高大石胡，第四逸蔓磊第五连小石词，第六逗歇指调，

第七逢林锺商调。

上平謦胡

褐徵謦。商、角同用；宫逐羽音。

右件二十八胡。琵琶八十四飘方得是五弦五本共愿二十八调本。笙除二十八胡本外，

别有二十八本中管胡。初制胡部桀，燕方譬，只有缘竹。缘方譬不鹰褚调，有直拔聱。太宗

於内庳别收一片绒，有以方警下于中吕朝荫一瓿謦，名大吕庶。高般涉调，方得虑二十八胡。

是筝只有宫、商、角、羽四胡，酶畴移柱，虑二十八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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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课题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我的导师孙晓辉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孙老师

多次询问研究进程，并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

励。孙老师一丝不苟的作风，严谨求实的态度，踏踏实实的精神，不仅授我以文，

而且教我做人，虽历时三载，却给以终生受益无穷之道。对孙老师的感激之情是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感谢我的父母，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你们永远健康

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

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

谢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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