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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先秦音乐制度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传

承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历了黄帝、 颛顼、

尧、 舜、 夏、 商一千多年漫长而坎坷的发展历

程， 到周代， 终于集大成。 先秦音乐又称为先

王之乐， 是先王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音

乐制度研究要遵从中国史料的肌理， 重新审视

音乐神话与传说， 将音乐放到艺术人类学中进

行跨学科研究， 主要采用释古与考古相结合的

办法， 剖析先秦音乐的横向面和纵向面。 研究

先秦乐制史， 对探寻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及其

发展传承机制、 揭示中华礼乐文明的整体性和

一贯性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先王之乐 先王之道 乐制 释古

一、 礼制史与乐制史

研究中国音乐制度起源 、 传承、 发展的历

史， 剖析与重构中国听觉制度体系， 是我的学术

宿愿。 20年前， 我随陈戍国老师学习 《中国礼制

史》 时， 就结下了这个学缘。

我的学术起步 ， 正好赶上新世纪的曙光 。

1998年， 我好不容易得到宝贵的学习机会， 终止

了任职三年的乡村中学教职， 负笈岳麓山下， 到

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开始新的求学旅程。 一年多

的新鲜而又紧张的本科学习后， 我斗胆报考了湖

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运气还不错， 居然考过

录取分数线。 那时大美学的余温尚存， 我报考了

文学院文艺理论专业方向， 招生方说该专业方向

招生名额已满， 把我调剂到古代文学方向面试。

在面试考场， 我第一次见到陈戍国老师。 他坐在

一排考官中间， 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青蓝色中山

装外套， 领口略微发毛， 头发花白稀少， 头总是

保持微微向右上方翘起， 有一些傲慢的样子。 我

看着不免紧张。 不记得哪位老师问到一个关于史

部的题目， 陈老师接过话头说： “二十四史， 敝

人倒是看过好几遍”。 我听了有点犯怵， 我是突

击考研， 连 《史记》 都没有看全， 更惶论通读二

十四史了。

我最终被录取了， 分到陈戍国老师门下， 研

习先秦文学。 我深知自己的底子薄， 不得不笨鸟

先飞， 还没等到正式开学， 暑假期间， 就冒昧一

路寻到陈老师家登门求教， 请老师先给我开个书

单， 我好提前补点课。 见了面， 陈老师招呼我坐

下， 没怎么寒喧， 就谈起了学问。 他说， 《诗

经·周南·关雎》 中 “琴瑟友之” “钟鼓乐之” 的

句子， 通行的解释是君子最终把这位淑女娶回

家， 婚礼用琴瑟和钟鼓作乐， 这是不对的。 据礼

制， 晋以前婚礼上不用乐， 唐代上层社会婚礼才

开始用乐。

以礼解 《诗》， 是陈老师治 《诗经》 的特点。

陈老师曾在沈文倬门下学礼， 他用了将近20年的
时间， 一个人撰写了整套 《中国礼制史》， 在礼

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他注 《诗经》， 往往

能从礼的角度发现新问题， 提出新观点。 临别，

陈老师惠赠我一本由他点校的 《四书集注》。 我

捧着这本书背了一个暑假。 陈老师把校注经书当

作他平生四大功业之一， 先后完成了 《四书校

探寻中国音乐制度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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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五经校注》 《左传校注》 等。 陈老师数十

年如一日， 埋头治学的精神， 实在令我感佩。 我

在读书笔记 《以礼注诗麓山下———评陈戍国教授

的 〈诗经校注〉》 中写道：

戍国居岳麓山下， 占一南窗， 一桌， 一椅，

一书橱。 书橱内没有杂书， 书桌上没有杂物， 心

中没有杂念， 几十年来如此。 ①

没想到， 等我过完暑假来校报到， 陈老师却

要调到岳麓书院。 我被调配到郭建勋教授门下。

郭老师是辞赋学名家， 我研习的重点， 由先秦下

移到汉代， 由经部跃过史部跨到了集部。 硕士毕

业后， 我考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随曹旭老

师研习魏晋南北朝文学。 博士毕业后， 到上海音

乐学院任教， 同时随韩钟恩老师做音乐美学专业

方向博士后研究， 课题是 《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

研究》。 博士后出站后， 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随汪

涌豪老师做了三年文艺学博士后研究， 课题是

《乐记集校集注》， 中间又在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

哲学学院随巴德胜老师和安海曼老师做了一年的

艺术符号学研究。 20年来， 我一直在几个不同的

学科中流转， 事多且杂， 学泛且滥， 识浅且陋。

韩钟恩老师见我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史料， 建

议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开设 《中国音乐史

料学》 课程。 老实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每

到上课的前几个晚上， 我一想到教室里坐着中国

音乐学专业的博士、 硕士研究生， 就睡不着觉，

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该怎么讲。 我此前看到音乐

史料， 都会跳过去。 现在又要把那些忽略的材料

捡回来了， 重新消化。 好不容易把第一轮课讲下

来， 并形成了初步的讲义稿。 学生们反响还不

错， 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2007年， 我将 《中国

音乐史料》 学作为一个研究课题， 成功申报了霍

英东教育基金项目， 并获得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的

支持。 《中国音乐史料学》 之外， 我还开出了

《中国音乐文学》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及其理论》

等研究生课程， 每年都有百余名各个音乐专业的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选

修。 我边教边学， 以教逼学、 教学相长， 把音乐

史学、 音乐美学、 音乐文学的史料一点一点积攒

起来， 联系起来。

受到陈老师学术的影响， 我对中国音乐制度

史特别关注。 中国乐制史并不受音乐学界重视，

研究水平与中国礼制史还有很大差距。 沈文倬

说： “吾中华民族素以礼义之邦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惜吾礼义大邦之礼制史， 还未曾有。” ②陈

老师所著 《中国礼制史》 洋洋六卷， 弥补了这一

学术空白。 然而， 自古以来， 礼与乐通常并提，

是人类文明永恒的论题， 凡用礼必须用乐， 用乐

必须合礼， 乐制研究必须加强。 陈老师说： “只

就礼与乐的关系作了一些引证， 至于构成礼乐本

身的各成分的研究， 有待专门之家为之。” ③

李纯一提出： “必须建立新的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体系。” ④这个体系既包括史料、 理论、 方法

的重建， 也包括通史、 断代史、 专门史的撰写。

我想写一部 《中国乐制史》， 以国家音乐制度的

制定、 执行作为主线， 把历代音乐实践与音乐理

论系联起来 。 马端临 《文献通考·自序 》 说 ：

“典章经制， 实相因者也， 殷因夏， 周因殷， 继

周者之损益， 百世可知， 圣人盖已预言之矣。” ⑤

我们可以梳理出自黄帝到清代历代音乐制度相因

相革的发展历程， 丰富和完善中国音乐史学体

系， 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二、 释古与考古

要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就， 史料和方法是首要

问题。 先秦音乐史料， 夏代以前和夏代以后有些

不同。 夏代以前的中国音乐史料， 没有音响佐

证， 考古发掘乐器很少。 音乐神话和传说史料较

多， 且为周、 汉以来人所补记， 古本、 今本 《竹

书纪年》 ⑥所涉音乐条目十分简略， 遗漏甚多，

难以细考。 叶伯和说： “要从这些帝王家谱和神

话中， 抽出纯粹论音乐的材料， 编成有系统的

书， 是很难一件事。” ⑦长期以来， 现代史家多不

重视神话和传说。 但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困难，

我们就放弃先秦音乐史研究。 李学勤说： “对于

古史， 对于古代文化， 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

以致造成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 在当时疑古思潮

中， 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 叫做 ‘东周以上无

史’ 论。 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一下

子缩短了一半， 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 ⑧中华

文明史， 是以音乐开篇的。 在文字发明并广泛运

用以前， 中华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音乐时代。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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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 乐器、 乐谱大量遗失， 无从查证。 但音乐

基本原理和天理论却保存下来， 礼乐的精神一直

影响到今天。 杨荫浏说： “有些神话、 传说中，

仍含有一部分反映中国古代人民现实生活的因

素；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则的指导下， 我们

应该尽可能据以对我们原始人类的音乐文化做一

些适当的推测。” ⑨黄帝以来的先秦音乐， 既是思

想， 也是制度， 是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 我们从

丰富的文献中考察到的东周礼乐文明， 绝非无源

之水， 它与先秦音乐史一脉相承。 礼失求诸野，

乐失更要求诸野。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丰富多样的

活体存在， 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很多都能从先秦

音乐中找到根源。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先秦音乐神话与传说。 尹

达说： “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

造？ 在这些疑说纷纭、 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

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 （考古学

的发展已经） 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

的史实素地 ， 切不可一概抹煞 。” ⑩徐旭生说 ：

“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 核心，

并不是向壁虚造的。” 輥輯訛

先秦音乐制度研究， 先要有理论的突破， 才

有史料的复证。 李学勤说： “先秦史的工作， 必

须将理论与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 輥輰訛我们要综合

运用释古与考古方法。 杨宽说： “主释古者， 则

以古人十口之传， ‘事出有因’， 必有史实之残

影存乎其间， 未容一概抹杀， 苟据新史观加以归

纳推理， 即为可信之古史。” 輥輱訛李学勤： “夏代以

上， 神话传说意味更浓， 更需要以考古学、 人类

学的工作为主。” 輥輲訛我们要将音乐史料放到丰富的

社会生活和复杂的人性中进行考察， 综合运用文

化学、 社会学、 人类学的方法， 合理细读， 既要

知古， 也要知今， 既能以古鉴今， 也能以今推

古， 既有时间感， 又有空间感， 得出平实而有说

服力的结论。 輥輳訛 《荀子·非相》： “欲观圣王之迹，

则于其粲然者矣， 后王是也。 君子审后王之道，

而论于百王之前， 若端拜而议。” 輥輴訛现实， 我们都

可以打通了来看， 不迷信古人， 也不盲从今人。

商、 周以来的音乐考古史料多一点， 可以与

纸面文献互证。 但不同来源的史料对于同一音乐

史实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 音乐史料之间缺乏清

晰的逻辑链与证据链， 很难直接得出结论。 音乐

考古史料提供很少一部分实证， 但并不足以完整

地说明音响史实。 先秦音乐的曲目留下不少， 但

每首曲目产生的政治文化背影， 曲目的具体内

容， 曲目的展演情形， 汉以来的注疏家释名各

异 ， 众说纷芸 。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 》 说 ：

“原始以表末， 释名以彰义， 选文以定篇， 敷理

以举统。” 輥輵訛刘勰论文的方法， 同样适用于论乐，

我们还要做大量详细、 系统的考察。

史料学不是空疏的学问， 不是读几个书单和

目录， 照抄 《通史》 《通志》 类书的记载就完

事， 须要沉浸到某一项专门史中， 通过反复研

究， 有了足够的学术积累， 深入体会才能运用自

如。 马端临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 而参之以

历代会要， 以及百家传记之书， 信而有证者从

之， 乖异传疑者不录， 所谓 ‘文’ 也。 凡论事则

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 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 以

至名流之燕谈、 稗官之纪录， 凡一话一言可以订

典故之得失， 证史传之是非者， 则采而录之， 所

谓 ‘献’ 也。” 輥輶訛 我们要按照中国音乐史料本身

的肌理重新构建理论与方法， 才能得出切合中国

音乐史实的结论。

先秦音乐与当时人们的劳动、 生活密切相

关， 与宗教、 巫术关系尤其密切。 我们非常有必

要破除门户之见。 先秦乐制， 并非只有某个专门

的人可以研究。 李学勤反复说过： 门户之见要不

得， 我们写学术史一定不要这样。 门户之见带来

了副作用。 一定要扬弃清人的门户之见。 輥輷訛我们

要综合多个学科的力量进行深入研究， 去其伪，

存其真， 重建中国先秦音乐史。

三、 先王之乐与先王之道

中华礼乐文明渊源有自， 一而贯之， 从未断

流。 马端临说： “昔先王疆理天下， 制立五服，

所谓蛮夷戎狄， 其在要、 荒之内， 九州之中者，

则被之声教， 疆以戎索。 唐、 虞、 三代之际， 其

详不可得而知矣。” 輦輮訛声教是先王之道的重要部

分， 《乐记》 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故

礼以道其志， 乐以和其声， 政以一其行， 刑以防

其奸。 礼、 乐、 刑、 政其极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

岀治道也。” 《尚书》 曰： “八音在治忽”。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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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曰： “政象乐”。 这些理论都来自于上古时

期的音乐实践。 音乐制度与礼法制度是刑法、 郊

祀、 天文、 五行、 职官等制度的基础。

在漫长的史前文明发展过程中， 中国先人总

结的关于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 在语言文字尚不

发达、 制度规范尚不健全、 社会组织尚不庞大、

信息沟通尚不充分的时期， 音乐在社会治理中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 占有决定性地位。 輦輯訛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 通过音乐建立和维护整个社会统一

的、 宜人的法定秩序。 与礼制、 行政和法律比较

起来， 音乐更能贴近人的情感， 更能改造人的思

想， 更能改善人的品性， 引导社会各阶层产生正

确的认识和行为， 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 輦輰訛先秦

音乐， 又称先王之乐， 与先王之道、 先王之圣、

先王之制、 先王之法、 先王之行、 先王之陈、 先

王之书、 先王之命、 先王之教、 先王之官、 先王

之令、 先王之业、 先王之玩、 先王之祀、 先王之

遗训等密切相连。 先秦音乐与礼法制度、 风俗传

统、 治理经验密不可分， 是早期中国人文精神的

集中体现， 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

陈旸说： “观孔子论五帝， 以为法始乎伏

羲， 著于神农， 而成于黄帝、 尧、 舜， 盖尝详

之。” 輦輱訛黄帝创建了中国礼乐体系， 奠定了中国礼

乐的思想基础， 是先王之乐的集大成者。 輦輲訛黄帝

乐在传承过程中， 有很多曲折。 少皞后期， 受到

九黎乐的挑战； 挚时期， 受到三苗乐的冲击。 颛

顼、 喾、 尧、 舜、 禹、 汤、 周輦輳訛都系黄帝宗脉，

都用黄帝乐祭祀黄帝， 以强调其血统， 凝聚民

心 ， 巩固执政地位 。 周建国之初 ， 即访黄帝 、

尧、 舜、 禹、 商的后裔， 分予封地， 使各奉先王

礼乐， 并将六代乐吸收入周乐体系， 輦輴訛先王之乐

成为周代礼乐最重要的来源。 礼乐是新兴的周王

朝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象征。 西周王朝赖此持续强

盛了差不多300年。 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 出

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 但孔子以来的学者从来都

没有放弃复兴礼乐的努力。 历代统治者都把建设

礼乐制度作为重要工作， 礼乐思想在中国土地上

生根发芽， 渗透到中国每一片乡土、 每一个人之

中， 成为中国文化基因， 持续影响到当代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輦輵訛

司马迁曾对黄帝、 尧、 舜之都进行实地考

察 ， 缀合书传所记 ， 作 《五帝本纪 》 ， 他说 ：

“余尝西至空桐， 北过涿鹿， 东渐于海， 南浮江

淮矣，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 尧、 舜之处， 风

教固殊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 《春秋》

《国语》， 其发明 《五帝德》 《帝系姓》 章矣， 顾

弟弗深考， 其所表见皆不虚。 书缺有间矣， 其轶

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固难

为浅见寡闻道也。” 輦輶訛我也曾瞻仰过几位先王的墓

庐， 听当地长者们讲述许多先王传说。 由于历时

久远， 今人口中的传说恐怕不能记下来当作史

料。 尽管我不是好学深思之辈， 但古树连云密，

更引万年枝， 中华文化渊源有自， 根脉延绵， 底

蕴丰厚， 枝繁叶茂， 却是眼前事实。 乾隆 《御制

〈文献通考〉 序》 说： “会通古今， 该洽载籍，

荟萃源流， 综统同异， 莫善于 《通考》 之收。 其

考覈精审， 持论平正， 上下数千年， 贯穿二十五

代， 于制度张弛之迹， 是非得失之林， 固已燦然

具备矣。” 輦輷訛追溯黄帝至周代音乐制度的创建、 传

承、 发展的过程， 是音乐史学青年一代学者应尽

的责任。 李学勤说： “先秦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

生走向繁荣昌盛的时代， 内涵极其丰富， 具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 輧輮訛先秦乐制史研究对准确理解中

华礼乐文明的性质， 构建中华礼乐文明理论与实

践体系， 为中国礼乐正名，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决定性意义。

曹旭老师经常跟我们说 ， 带学生就像种丝

瓜， 一把丝瓜籽埋在泥土里， 总会有籽长出苗，

总会有苗结出瓜。 做中国乐制史研究， 就像种

树， 得花10年、 20年的功夫， 攒齐了阳光、 氧

气、 水分和肥料， 就会慢慢发芽、 抽枝、 开花、

结果， 长出一片崭新的学术丛林。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乐

记》 研究史”， 项目编号14YJA760045； 霍英东教育基金

会青年教师基金项目 “中国音乐史料学 ” 。 项目编号

1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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