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ocie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NII-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

The 　Soolety 　of 　Chlnese 　Lrterature 　of 　the 　Mlddle 　Ages

1

《漢鼓吹鐃歌》十八 曲研 究

趙　敏　俐

　　《漢 鼓吹鐃 歌 》十 八 曲 ， 是
一

組 非 常特 殊 的作 品 。 它 産 生於 西漢 ， 由於 時

代久遠 ， 記載中多有 訛誤 ， 後人難以 讀通 ， 故 異 説紛 紜 。 但 由於 這組 作 品 内容

駁 雜 ， 形 式 多樣 ， 影 響 深 遠 ， 其産 生 與 流傳 又 與 西 漢時期 的民 族 文化交流有 關 ，

在文學 史 上 有特 殊 意 義 ， 因而 又 特別 受 人 重 視 。 有 鑒於 此 ， 本文 總結 歴 來學 人

封 於 《漢鼓吹鐃歌》十 八 曲的研 究成 果 ， 對 這 組 作 品試作進 一 歩 的 深化 研 究 。

共分 三 個 問題 ： 1、 《漢 鼓吹 鐃 歌 》 名 實 考論 ；2、 《漢鼓 吹 鐃 歌 》十 八 曲 内 容

梳理 ；3、 《漢鼓 吹 鐃 歌 》十 八 曲的 藝 術特 點 及文 學 史意 義 。

　　一
、 《漢鼓吹鐃 歌 》十 八 曲名實考論

　　《漢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 ， 最早 著 録於 沈 約 的 《宋 書 ・樂 志 》， 又 別 稱 之 爲

“

鐃 歌
”

或
“

短 簫 鐃 歌
”

。 這 是 一 組 内容寵雜 的作 品 ， 有 的敘 戰 陣 ， 如 《戰城

南》， 有 的表武功 ， 如 《上 之 回 》， 有 的寫 宴饗 ， 如 《上 陵》， 有 的抒 私 情 ， 如

《有所 思 》。 這 裏
“

有 武 帝 時的詩 ， 也 有 宣 帝 時 的詩 ， 有文人製 作 ，
也 有 民 間

　 　 1）

歌謠
”

， 其 産 生 年 代 大 體 都 可 以 確 定 在 西 漢 武 宣 之 時 ， 無疑 是 西漢 樂府詩中最

有代 表 性 的 一 組 作 品 。 然而 ， 這 一 組 内容 複雜的作 品何 以 被 稱 之 爲
“

漢鼓 吹 鐃

歌
”

？沈 約 並 未作詳細 誂 明 。 它 只 是 在 《宋書 ・樂 志》中稱 ：
“

鼓吹 ，
蓋 短 簫

鐃 歌 。

”

並 引蔡 崑 《禮 樂 志 》 云 1
“

軍 樂 也 ， 黄 帝 岐 伯 所 作 ， 以 揚 徳 建 威 ， 勸

士 諷 敵也 。

”

這個 説 法 ， 與 《漢鼓吹鐃 歌 》十 八 曲 的内容顯 然不 合 。 因 此 ， 自

明清 以 來 ， 學 者 們 對 這 種 名 實相 異 的 現 象做 了 許多解 釋 ， 如 朱乾 《樂府 正 義 》

云 ：
‘‘

《漢 鐃 歌》十 八 曲 並 不 言 軍 旅 之 事 ， 何 縁 得 爲 軍 樂 ？然 則 《鐃 歌 》 本 軍

樂 ， 而 十八 曲者 ， 蓋 漢 曲 失其傳 也 。 縁 漢采 詩 民 間 ， 不曾特製凱 奏 ， 故 但取 《鐃

歌》髀 樂 之 聲 濔 却 驪 正 ＋ 八 曲 之 義 ・… ll精 人 莊 述 祖 日 ・
・

短鞭 歌 之
　 　 　 　 　 　 　 　 　 　 　 　 　 　 　 　 　 　 　 3｝

爲 軍 樂 ， 特其聲耳 ， 其辭不必 皆敘 戰 陣之 事 。

”

張 玉 穀 《古 詩 賞 析》：
“

今 十八

曲 中 ， 可 解 者 少 ， 細 尋 其義 ， 亦 絶 無 《占今 注 》所 云 建威揚 徳 、 風 敵勸 士者
、1

不知何以 謂之 《鐃 歌 》也 。 豈 當 時 軍 中 奏樂 ， 只 取 聲調 諧協 ， 而 不計 其辭 耶 ？
”

　　分析上 引諸家説法 ， 皆把 《漢鼓 吹鐃 歌》之 聲辭分 開 來 論 ， 以 爲漢之 軍樂

只 取 十八 曲 之 聲而 不 計 其辭 。 但 是 ， 考 漢 人 之 軍 樂創 作 ，
並 未見聲辭分 開之 読 。

《漢書 ・藝文志 ・詩 賦 略 》載 西 漢有 《漢興 以 來 兵所 誅 滅歌 詩 》十 四篇 ，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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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 狩 及遊 歌 詩 》十 篇 ， 或敘 軍 功之 事 ， 或 寫朝會道路 之 文 ， 皆當聲辭相合 。 西

晉人 崔 豹 《古今注 t音樂》篇中 ， 敍述漢 時 用於 軍中的横吹曲 時 亦云 ：
“

横吹 ，

胡樂也 。 張博望 入 西域 ， 傳其法於 西京 ， 唯得 《摩 訶兜勒》一 曲 。 李延 年因胡

曲 ，

5）

更造 新聲二 十 八 解 ， 乘輿以 爲武樂 ， 後 漢以 給邊將 ， 和 帝 時 萬人將軍 得用

之 。

”

這
“

二 十八 解
”

之 内容今雖不 知 ， 但 考 郭 茂倩 《樂府詩 集》卷 二 十 一
引

《樂府 解 題 》， 魏晉 以 後 尚傳 十 曲 ， 其名
‘‘一

日 《黄鵠》、
二 日 《隴頭》、 三 日

《出 關 》、 四 日 《入 關 》、 五 日 《出塞 》、 六 日 《入 塞 》、 七 臼 《折楊 柳 》、 八 日

《黄覃 子 》、 九 日 《赤 之 揚 》、 十 日 《望 行 人》。

”

由此 名 目 ， 亦 可 見 漢 人 軍樂
並 不 是 只 取 其聲而 不 計其辭 。 因此 ， 朱乾 等人 的読法是 沒 有 歴史根據的。

　　清 人王 先謙大約 發現 莊 述 祖 等 人的 説法 不 能 自圓 其 読 ， 他 在 《漢鐃 歌釋 文

箋 正 》 中 読 ：
‘‘

十 八 曲 不 皆 鐃 歌 ， 蓋 樂府 存 其篇名 ， 在 漢 時 已 屡増 新曲評 此

読 也 不 對 。 按 漢人 樂府詩通則 ， 今 十 八 曲皆取 詩 首二 字或三 字名篇 ， 内容 與題

名相 符 ， 並 非樂府 先存 篇 名而 漢時 屡 増新 曲 。 《樂府 詩 集 》引 沈 建 《樂府 廣 題 》
亦 日 ：

“

漢 曲 皆美 當 時 之 事 。

”

考之 十 八 曲 中 《上 之 回 》、 《上陵 》、 《遠如 期 》

諸詩之 内容 ， 皆與 武宣 時故 事相 合 。 可 見 ， 王 先 謙 的読 法也 是 沒有 道 理 的 。

　　陳 本 禮 《漢 詩統 箋》則 説 ：
“

按 今所 傳 鐃 歌 十 八 曲 ， 不 盡 軍 中樂 ， 其 詩 有

諷 有頌 ， 有祭祀樂 章 ， 其名不見 於 《史記》， 亦不 見於 《漢 書 》， 惟 《宋 書 ・樂

志》
り
有 之 ， 似漢雜 曲 ， 歴 魏晉 傳 訛 ， 《宋 書 》捜羅 遺 佚 ， 遂 統名之日 《鐃 歌》

耳
”

。

　　這 似 乎 是 一
種最變通 的解 釋 ， 且 以 《史 記 》、 《漢 書 》不 見 著 録 爲 據 ， 認

爲是 沈 約 編 輯 的 漢 雜 曲 。 但是 ， 《史記 》、《漢書》不 見 著録 ， 並 不能否 認 這些

詩不是 漢人 編排在
一

起 的作品 。 我f門今天看 到 的十八 曲雖 然最 早 著録 于 《宋 書 ・

樂志》， 但是 ， 漢末曹魏和 孫 呉都已 有按今 所 存 十 八 曲之 名和 編 次 而 進 行的擬

作 。 《樂府詩 集 》卷 十 六 云 ：
“

漢 有 《朱鷺》等 二 十 二 曲 ， 列 於鼓 吹 ， 謂 之 鐃

歌 。 及 魏 受命 ， 使 繆襲 改 其十 二 曲 ， 而 《君 馬 黄》、 《雉 子 斑 》、 《聖 人 出 》、 《臨

高臺 》、 《遠 如期 》、《石 留 》、 《務 成 》、 《玄雲 》、 《黄爵 》、 《釣 竿 》十 曲 ， 並仍

舊名 。 是 時呉 亦使 韋 昭 改 制十 二 曲 ， 其 f曲 亦 因 之 。

”

今 《藝文 類 聚 》和 《初

學 記》中引 陸機 《鼓吹 賦 》， 其所記 漢 鼓 吹 曲 篇 名亦 全 在 今 《漢 鼓 吹鐃歌》十

八 曲中。 由此可 見 ， 十 八 曲在 漢代 就 已經 被 人們編排在
一

起 ， 並非 由
“

《宋 書》

捜 羅 遺 佚
”

， 方才 統名爲
“

鐃 歌
”

的 。

　　以 上是 清人 對 《漢 鼓吹 鐃 歌 》十 八 曲名 實相 異現 象 的 基 本解 釋 。 當代
一

些

學 者對 此 也有 論 述 ， 大 都 因襲 清 人 的 觀點 ，
並 沒有深入 的考證 。 如 余冠 英説 ：

“

大約 鐃 歌 本 來有聲無辭 ， 後 來 陸續補進歌辭 ， 所 以 時 代 不
一

， 内 容廱 雜
”Z’

楊 生枝説 ：
“

大約 鐃 歌 開 始 只是
…

種壯 其聲 勢的音樂 ， 奏 其樂而 不歌 其 辭 ， 在

不 同場合 運 用 這
一

音 樂 時 ， 或先樂後歌 ， 或 歌 樂 相 間 ， 流 傳既 久 ， 歌 名便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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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樂名 。 也 可 能 因 爲樂 人 以 聲相傳 ， 在 演 唱 時 ， 或補進 新歌 ， 或借 用 歌 詞 ， 所
　 　 　 　 　 　 　 　 　 　 　 　 　 　 　 　 　 　 　 　 　 　 　 　 　 　 　 　 　 9）

以 其辭不 必 皆敘戰事 。 今 所 傳 的鐃 歌 十 八 曲 ， 也 可 能 多爲後起 之作
”

。 或附會
　 　 　 　 　 　 　 　 　 　 　 　 　 　 　 　 　 　 Io］

陳 本 禮 的 読法 ， 把 它視 爲後 人 編 成 的 漢雜曲 。 顯 然 ， 以 上 這 些 読 法 ， 大都屬於

推 測 之 辭 ， 因 而也 是 經 不住 推敲的 。

　　分析 前 人 對 《漢 鼓 吹鐃 歌 》的 理 解 ， 往 往 囿 于 蔡 琶
“

軍樂
”

之 説 。 但蔡琶

所 読 的
“

軍 樂
”

， 和 我 們 今 天 見到 的 《漢鼓 吹 鐃 歌 》的 關係相 當複 雑 。 蔡 畠 日 ：

“

短簫鐃歌 ， 軍樂 也 ， 黄帝 岐伯所 作 ， 以 揚徳 建威 ， 勸 士 諷敵 也 。

”

沈約在 《宋

書 ・樂 志 》中 封 此 有所 解 釋 。 他 認 爲 ， 蔡 匿所 説 的軍 樂
“

短簫鐃歌
”

， 最初 指

的 是 春秋 時 的
“

凱 樂
”

。 他接著引 劉 向在 《説 苑 ・善読 篇 》 中所 記雍 門周 説孟

嘗君
“

鼓 吹於 不 測 之淵
”

之 語 ， 並據當時
“

説者
”

所 謂
“

鼓 自
一 物 ， 吹則 竿籟

之屡 ， 非 簫 、 鼓 合奏 ， 別 爲
一

樂之 名也
”

云 云 ， 認 爲鼓 吹 樂之 名最早起 子魏 晉 。

所 以 他 説 ：
‘‘

然 則 短簫鐃歌 ， 此 時 未 名鼓 吹 矣 。 應 劭 《漢 鹵簿 圖 》， 唯 有騎執

瓠 。 菰即 笳 ， 不 云 鼓 吹 。 而 漢 世 有 黄 門鼓吹 ， 漢享 宴食 舉樂 十 三 曲 ， 與魏世 鼓

吹長簫同 。 長簫 、 短 籥 ， 伎 録 並 雲 ， 絲竹 合作 ， 執節 者 歌 。 又 《建初 録 》云 ：

《務 成 》、 《黄 爵 》、 《玄雲》、 《遠 明 》皆 騎吹 曲 ， 非鼓 吹 曲 。 此 則 列 於殿 庭 者

爲鼓 吹 ， 今 之 從 行 鼓吹 爲 騎 吹 ，
二 曲 異也 。 又 孫權 觀魏 武 軍 ， 作鼓吹而還 。 此

又應是 今之 鼓吹 。 魏 晉世 又 假 將 帥 及 牙 門 曲 蓋鼓 吹 ， 斯 則 其 時 方 謂 之 鼓 吹 矣 。

”

郭茂倩《樂府詩 集》同意沈約 關於最初 的短 簫 鐃 歌即 軍樂的説法 ， 但 是他 認 爲 ：

鼓吹之 名 不始 自魏 晉 ， 而 是 始於 漢 時 。 漢代 亦 無鼓吹騎 吹 的 區別 ， 只 是 鼓吹的

應 用 場 合 較複 雜 。 他批駁 沈 約 説 ：
“

按 《西 京雜記》：
‘

漢大 駕祠 甘泉、 汾 陰 ，

備 千乘 萬 騎 ， 有黄門 前後 部鼓 吹
’

則 不獨 列 於 殿 庭 者 名鼓 吹也 。 漢 《遠如 期 》

曲辭 ， 有
‘

雅 樂 陳
’

及
‘

増 壽萬年
’

等語 ， （無 ）馬 上 奏樂之意 ， 則 《遠期 》又

非 騎 吹 曲 也 。 《晉 中興 書》 日 ：
‘

漢 武 帝 時 ， 南越 加 置 交 趾 、 九 真 、 日南 、 合

浦 、 南海、 鬱 林 、 蒼 梧 七 郡 ， 皆 假 鼓 吹
’

。 《東觀 漢 記 》 日 ：
‘

建 初 中 ， 班 超 拜

長史 ， 假 鼓 吹麾 幢 。

’

則 短 簫鐃 歌 ， 漢 時 已 名鼓 吹 ， 不 自魏 晋 始 也 。 崔 豹 《古

今 注 》 Eヨ ：
‘

漢 樂 有 黄 門 鼓 吹 ， 天 子所 以 宴樂群 臣也 。 短 簫鐃 歌 ， 鼓吹之 一
章

爾 ， 亦 以 賜 有功 諸侯 。

’

然 則 黄 門 鼓吹 、 短 簫 鐃 歌 與横 吹 曲 ， 得 通 名 鼓 吹 ， 但

所用 異耳 。 漢 有 《朱 鷺 》等二 」
一
二 曲 ， 列 於 鼓 吹 ， 謂 之 鐃 歌 。

”

由沈 約 、 郭 茂

倩 二 家 説法 可 以 看 出 ， 鼓吹 在 漢代 就是
一
個 比 較寛泛 的概 念 ， 它 主要指漢代宴

饗 食 舉 之樂 ， 同時既 包括前世 振旅 凱 樂 ， 又 包 括後 世 騎 吹 。 因此 ， 郭 茂倩 《樂

府 詩 集 》所 説 的
“

漢 《朱 鷺》 二 十 二 曲 ， 列 於 鼓 吹 ， 謂之
‘

鐃 歌
’ ”

， 原本 就

並 非 僅指軍 樂 而 言。

　　鼓 吹在 漢 代 既 然 是個比 較寛泛 的概 念 ，
那 麼 ， 我 們 就 不能 僅從 軍 樂 的角 度

解 釋 它 ， 而應 該從 鼓 吹 樂應 用 的實際状況 入 手分析 其 内容 的複 雜性 。 根據歴 史

記載 ， 綜合起來 ， 起 碼 有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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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 天子 宴 樂 群 臣 。 這是 黄 門鼓 吹 的 主 要 用 途 ， 蔡崑 《禮樂 志 》、 崔豹

《古今注 》、 《隋書 ・音樂志》都有 記載 ， 並把它 比 之於 《詩經 ・小雅 ・伐 木》

的
“

坎 坎 鼓 我 ， 蹲 蹲 舞我
”

之 義 。 按 《毛 詩序》云 ：
“

《伐 木》， 燕朋友 故舊也 。

自天 子 至於庶人 ， 未有不須 友 以 成者 。 親親以 睦 ， 友 賢不 棄 ， 不遺 故 舊 ， 則民

徳歸厚矣 。

”

以此 ， 知 黄 門 鼓吹用 於 天 予 享樂群 臣 ， 乃 是 爲 ア聯 絡 君 臣情感 ，

以 増 強 君 臣 關係 並活 躍 宴 會氣 氛 。 《文 選 》卷 四 十 五 載 漢 武帝 《秋風 辭 》， 序

雲 ：
“

上 行 幸河 東 ， 祠 後 土
， 顧 視 帝 京 ， 欣 然 中流 ， 與群 臣飲燕 ， 上歡甚 ， 乃

自作 《秋 風 辭 》。

”

辭 中有
“

簫 鼓 鳴兮 發櫂 歌
”

之 語 ， 在 武 帝 與 群 臣 的飲 燕 中

簫鼓齊鳴 ， 這 大概就是 天 子 宴樂群 臣的鼓吹樂 。

　　第 二
， 用 於 日常 娯 樂 。 《三 輔 黄 圖 ・漢 昆 明 池》：

“

漢 昆 明池 ， 武 帝 元 狩 四

年穿 ， 在 長 安西 南周 回十 裏 。

… … 一 論 甘泉宮 南 有昆 明 池 ， 池 中有靈 波殿 ， 皆

以桂爲殿 柱 ， 風來 自香 。 又 目 ： 池 中有龍首船 ， 常令 宮女泛 舟池中 ， 張鳳 蓋 ，

建 華 旗 ， 作 櫂 歌 ， 雜 以 鼓 吹 ， 帝 御 豫 章 觀 臨 觀 焉 。

”

《漢 書 》卷 六 卜八 《霍 光

金 日禪 傳 》記昌邑工 淫 樂 ：
“

大 行 在 前 殿 ， 發樂府 樂器 ， 引内 昌邑樂 人 ， 撃 鼓

歌吹作 俳 倡 。 會下 還 ， 上 前殿 ， 撃鍾 磬 ， 召 内 泰壹宗廟樂人輦 道牟首 ， 鼓吹歌

舞 ， 悉 奏衆 樂 。 發 長 安廚 三太 牢具祠 閣 室 中 ， 祀 已 ， 與從 官飲 啖 。 駕 法 駕 ， 皮

軒鸞旗 ， 驅馳 北 宮 、 桂 宮 ， 弄 麁 鬥虎 。 召 皇 太 后御 小馬 車 ， 使 官 奴騎 乘 ， 遊 戲

掖 庭 中 。 與 孝昭 皇帝 宮 人蒙 等 淫 亂 ， 詔掖 庭 令敢 泄 言 要斬 。

”

班 固 《西都 賦 》

寫後宮歌舞 ， 則 有
“

後 宮乘輕 路 ， 登 龍舟 ， 張鳳 蓋
， 建 華旗 ， 袿黼 帷 ， 鏡清流 ，

靡微 風 ， 澹淡浮 。 櫂女謳 ， 鼓吹震 ， 聲激越 ， 營属 天
”

的描寫 （《後漢 書》卷

四 十 ）， 這是 鼓 吹 在 西 漢 用 於 一 般 娯樂 的記 載 。 據 《後 漢 書 》卷 四 十 二 所 記 ，

光武 帝的兒子 楚王 英 ， 因 有謀 逆 事被 廢 ， 徙 丹 陽 浬 縣 ， 光 武帝 尚
“

賜湯 沐 邑 五

百戸 。 遣大 鴻臚 持節護送 ， 使 伎人 奴 俾工 技鼓吹悉從 ， 得乘輜耕 ， 持 兵弩 ， 行

道射 獵 ， 極 意 自娯 。

”

光武 帝 的 男 一 個 兒 子 濟 南 安 王 康 的 兒 ］劉 錯 ， 愛 ヒ了康

的
“

鼓吹妓女宋 閏
”

，

“

使 醫 張尊招 之 不得 ， 錯怒 ， 自以 劍刺 殺 尊 。

”

鼓吹樂的

演 奏 中不 但 有男 樂人 ， 還 有女 樂人 ， 可 見 其娯 樂性 之 強 。 由上 述 記 載 ， 我 們 可

知 鼓 吹 在漢 代之 用 於 日常 娯 樂 本是 常 事 。

　　第三 、 由傳統的振旅 凱樂引 申爲用 於軍 中道路 ， 賜 有功之 諸侯 ；並用於某

些功 臣 的 喪葬儀式上 。 關於 用於軍 中道 路和 賜 有功 諸侯 ， 《西 京雜記 》云 ：
“

漢

大 駕祠 H’泉 、 汾陰 ， 備千 乘萬騎 ， 有黄 門前後部鼓吹 。

”

又 郭 茂倩 《樂府詩 集 》

引 《晉 中興 書》日 ：
“

漢 武 帝 時 ， 南越 加 交 趾 、 九 真 、 日南 、 合 浦 、 南 海 、 郁

林 、 蒼梧 七 郡 ， 皆 假 鼓 吹 。

”

《東 觀 漢 紀 》：
“

建 初 中 ， 班 超 拜 長 史 ， 假 鼓 吹 麾

幢 。

”

按 關於 班 超 拜 長史假鼓吹麾幢之 事 ， 又 見 於 《後漢書》卷 四 十七 《班 梁

列 傳 》。 至於 用 於 某 些功 臣 的 喪 葬 儀 式 ， 據 《後 漢 書 》卷 十 九 《耿 鼻列 傳 》記 ，

永 元二 年 ， 耿秉
“

代 桓 虞 爲 光祿勳 。 明年 夏 卒 ， 時年 五 十餘 。 賜 以 朱棺 、 玉 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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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作 大 匠穿 塚 ， 假 鼓 吹 ，
五 營 騎 士 三 百餘 人 送 葬 。 諡 日恒侯 。

”

又 《後 漢書》

卷 五 十 四 《楊震 列 傳 》載 ， 楊 賜 爲 司 空 。 其 去 世 時 ，

“

天 子 素服 ， 三 日不 臨朝 。

… … 及 葬 ， 又 使 侍 御 史持 節 送 喪 ， 蘭 台令 史 十 人 發 羽 林 騎 輕車 介 士 ， 前後部 鼓

吹 ， 又 敕驃 騎 將 軍官 屬 司空 法 駕 ， 送 至 舊 塋 。 公卿 已 下 會葬 。 諡 文烈侯 。

”

　　第 四 、 用 於 冊 立帝 王 皇后 的某 些 儀 式 中 。 據 《後 漢 書 ・禮 儀 志 》劉 昭 《注

補》引 丁 孚 《漢儀 》：
“

皇 后 出 … … 置虎 賁 、 羽 林騎 、 戎 頭 ， 黄門鼓吹 … … 桑

於蠶 宮 … …
。

”

是 皇后 出行 祭祀 蠶 神 的路上 ， 有
“

黄 門 鼓 吹
”

跟 隨 。 劉 昭 又 引

蔡 質所 記 《立 宋 皇 后 儀》：
“

皇 后 初 即位 章 徳 殿 ， 太 尉使持節奉璽 綬 ， 天子 臨

軒 ， 百官陪位… … 訖 ， 黄 門鼓吹三 通 … …
。

”

是 冊立 皇后 的儀式 中 ， 也要 用
“

黄

門 鼓 吹
”

。 蔡 質 又 云 ：
“

皇后 秩 比 國 土 ， 即 位 威 儀 ， 赤 絨 玉 璽
”

。 並 引 詔 書云 ：

“

皇 后 之 尊 ，
與 帝 齊體 ， 供 奉 天 地

， 祗 承 宗 廟 ， 母 臨 天 下 。

”

以 此推 論 ， 在 漢

朝皇帝和 諸侯 國 王 的冊 立儀 式 上 ， 也 應 該 有
“

黄門 鼓吹
”

。

　　第 五 ， 用 於 宗廟 食 舉 。 沈 約 《宋 書 ・樂 志 》云 ：
“

漢 世 有 黄 門 鼓 吹 ， 漢 享

宴食 舉樂 十 三 曲 ， 與 魏 世鼓 吹 長簫 同 。

”

《樂府 詩 集 》卷
一

六 《鼓 吹曲 辭
一 ・上

陵》郭茂 倩 解 題 引 陳 ・釋 智 匠 《古 今樂 録 》：
“

漢 章 帝 元和 中 ， 有 宗廟 食 舉六 曲 ，

加 《重 來 》、 《ヒ陵 》二 曲 ， 爲 上 陵食 舉 。

”

《後 漢 書 ・禮儀志 》：
“

止 月 上 丁 祠 南

郊 ， 禮 畢 ， 次 北 郊 、 明 堂、 高 廟 、 世祖 廟 ， 謂 之 五供 。 五供 畢 ， 以 次 上 陵 。 西

都 舊有 上 陵 。 東都 之 儀 ，

… … 太 官 上 食 ， 太 常奏 樂 食舉 。

”

《宋 書 ・樂 志 》亦 云 ：

“

章 帝 元和 二 年 … … 加 宗廟 食 舉 《重 來 》、 《上 陵 》二 曲 ， 合 八 曲 ， 爲 上 陵 食

舉 ；
… …

又 漢 太樂 食舉 十 三 曲 ：
… … 六 日 《遠 期 》， 七 日 《有所 思 》… …

。

”

　　第 六 、 用 於 宴 請 、 賞 賜 外 賓 。 鼓 吹樂 在 漢 代 大概 是 相 當重 要 的歌 舞 藝術 ，

所 以在 漢代 曾 用 來招 待外 國使 者 。 據 《後 漢書 ・東夷列 傳 》， 永和 元 年 ， 夫余

王
“

來朝京師 ， 帝作黄 門 鼓吹 、 角抵戲 以 遣 之 。

” “

武 帝滅 朝鮮 ， 以 高 句 驪 爲

縣 ， 使屬 玄菟 ， 賜鼓吹伎人 。

”

　　由鼓 吹樂 在 漢 代 的 上述 諸 端應 用 可 見 ， 今 存 《漢鼓 吹 鐃歌 》十 八 曲 之所 以

内容複 雜 ， 既 不 是 因 莊述 祖 所 説 的 聲 辭相 分 ， 也 不是 因 爲 它 如 陳 本禮 所 説 的是

漢 雜 曲 ， 更 不 是 如 王 先謙 所 説 的是 後 人依 其篇名男加 新曲 ， 而 是 因爲 漢代 鼓吹

樂的應用 場合 本 身就是 如 此 複雜 的縁故 。

　　既 然 如此 ， 那 麼 ， 清代 學 人 爲 什 麼把 《漢 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和 軍樂 混爲 一

談 昵 ？若解 開 這 個 疑 問 ， 我 們 必 須 弄 清十 八 曲産 生 的時代 和 它 的流 傳過 程 。

　 　 《漢 鼓 吹 鐃 歌 》 十 八 曲 究 竟 産 生 於 何 時 ？歴 史 上 沒 有 明確 記載 。 清代 學 者

如 荘述祖 、 陳本禮 、 陳抗 、
王 先謙 、 譚儀諸人 ， 根據 《宋 書 ・樂 志》和 《樂 府

詩 集》的有 關 記 載 ， 參以 史 實 ， 大 都 認爲 産生 於 西漢 。 當代 學 者 如蕭滌 非 、 余

冠 英 、 陳 直 、 遊 國 恩 、 王 汝 弼 等 ，
也 大 都 同意 清 人 的 説 法 。 諸家 考證 已 比 較詳

細 ， 結論 也 是 基 本 可 靠的 。 可 惜的是 前代 學 者並 沒有從 歴史的演變過程 去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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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 軍 樂的 關係 ， 論 説不 免 自相 矛 盾 。

　　如前 所述 ， 鼓 吹 樂在 漢代 的應 用 場 合是 廣 泛 的 。 而 且
， 從 現 有 的記 載 看 ，

時間越往 前推移 ， 它的應用面 越廣 。 西漢時代 ， 並沒有 規定 鼓 吹樂的應用 範圍 ，

在 日常 娯 樂 中被 普遍 採 用 。 這 一 點 ， 前 引 《西京 雑 記 》 的例 子 可以 爲 證 ， 《漢

鼓吹 鐃歌》十 八曲複 雜 的 内容 本 身更 是 最 好的證 明 。 但 是 ， 到 了 東漢明帝 、 章

帝 之後 ， 鼓 吹樂 的應 用範 圍卻 逐 漸 變 窄 了 。 據 《隋 書 ・音 樂志 》：
“

漢明帝 時 ，

樂有 四 品 ，

… …三 日 黄門 鼓吹 樂 ， 天 子宴群 臣之所 用 焉 ，

… … 其四 日短 簫鐃歌 ，

軍 中之所 用焉 … …
。

”

《後 漢 書 ・禮 儀 志 》注 引 蔡 塵 《禮 樂 志 》亦 云 ：
“

漢樂四

品 ，

… … 三 日 黄門鼓吹 ， 天子所 以 宴樂 群 臣 ，

… … 其短 簫 鐃 歌 ， 軍 樂也… … 孝

章皇 帝 親 著歌 詩四 章 ， 列 在食舉… …
。

”

據 《東觀漢 紀 ・孝明 皇帝 紀》：
“

永 平

三 年 … … 秋 ， 八 月 詔日 ：《尚書」睿磯 鈴 》日 ， 有 帝 漢 出 ， 徳 治作 樂 ， 名 予 。 其

改郊廟樂日太予樂 ， 樂官 日太 予官 ， 以 應 圖讖 。

”

《後漢 書 ・曹褒傳》亦云 1
“

父

充 ， 持慶氏 禮 ， 建 武 中爲 博 士 ，

… … 顯 宗即 位 ， 充上 言 二
‘

漢再 受命 ， 仍有 封

禪 之 事 ， 而禮 樂崩 闕 ， 不 可 爲 後嗣 法 。 五 帝不相 沿 樂 ，
三 王 不相 襲 禮 ， 大 漢 （當 ）

自製禮 ， 以 示 百世 。
… … 《尚書 珞 磯 鈴 》日 ：

“

有帝漢出 ， 徳治作樂 ， 名予 。

” ’

帝 善之 ， 下 詔 日 ：
‘

今 且 改太 樂官 日 太 予 樂 ， 歌 詩 曲操 ， 以 俟 君 子 。

’ ”

以 此 ，

知東漢明帝重 新制禮作 樂之後 ， 方 有漢 樂 四 品之 説 ， 鼓 吹樂 的應 用範 圍才 逐漸

縮 小 ， 僅 限 於
“

天 子 宴樂 群 臣
”

與
“

軍 樂
”

兩 項 ， 並 分 爲
“

黄 門鼓 吹
”

和
CC

短

簫鐃 歌
”

兩 品 ， 屬於 雅 樂 範 疇 。 而 《上 陵 》、 《遠 如 期 》、 《有所 思 》這 樣 的作

品 ， 本 來在 西漢 時 並 不是 食舉 之 樂 ， 到 漢 章 帝以 後 也 變成 食 舉 樂 曲 了 （見 引 《宋

書 ・樂 志》 ）。 這 説 明 ， 鼓 吹 樂 由 西 漢 的 廣 泛 應 用 到 東 漢 的 專 門 限定 應 用 範圍 ，

實際走 了
一

條 逐 歩 雅 化 的道 路 。 蕭滌 非 説 ：
“

《鐃 歌 》以 西 漢初 用 途至 廣 ， 故

内容亦 雜 ， 並非 由沈約雑湊而 成 。 《鐃 歌》之 聲 價 ， 自明帝 列 爲 四 品 之 一
， 始

　 　 　 　 　 　 　 　 　 　 　 　 　 　 　 　 11）

漸 擡 高 ， 故 魏晉 以 下 遂 全 變 爲 雅 頌 詩 。

”

可見 ， 在 關於 《漢 鼓 吹鐃 歌 》 十 八 曲

的名 實流 變 問題 上
， 蕭滌非 的解釋 是 最爲接近 事實的 。 按中國 的傳統 ， 前代 的

俗樂到後代往 往 變成 雅 樂 。 如 《詩 經 ・魏風 ・伐 檀》， 在周 代屬 於風 詩 ， 到 漢代
　 　 　 　 　 12）

就變成 了 雅 樂 。 據 《漢書 》所 記 ， 漢 武 帝頗 造 歌 詩 ， 但 郊廟及 宴饗皆非雅樂 ，

　 　 　 　 　 13｝　　　　 　　　　　 　　　　　 　　　　　 　　　　　　 　　　　　 　　　　　 　　　　　 　　　　　 　 14）

頗 受 時人 譏刺 ， 到 了東漢 ， 這 些詩歌 作爲祖宗遺 訓 ， 也 具 有 了雅 的性 質 。 《漢

鼓 吹鐃 歌 》
一
卜八 曲 ， 這

一
組在 西 漢本 來屬於 應用於 各種 場 合的鼓 吹樂曲 ， 隨著

鼓 吹 樂在 東 漢 明帝 以 後 的應 用 專 門 化 ， 也走 了
一

條 由俗變雅的道路 。 至漢末曹

魏 、 孫 呉 以 其篇名 而擬 作 軍樂 ， 後 人 遂把 西漢 時 的鼓 吹 樂 也當作單 純 的 軍 樂 。

殊 不 知 ， 曹魏 以 後擬 作 的鼓 吹 ， 雖 然 在 音樂演 奏 上 有 所 繼 承 ， 但 是從 本 質上 已

經 發 生 了 變化 ，
二 者 不 可 再等量 齊觀 。 請看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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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鼓吹鐃歌 魏鼓 吹 曲 晉鼓 吹歌 曲 呉鼓 吹 曲

1 朱鷺 初之 平 靈 之祥 炎精缺

2 思 悲 翁 戰 榮 陽 宣 受 命 漢 之 季

3 艾 如 張 獲 呂布 征 遼 東 抒武師

4 ヒ之 回 克 官渡 宣 輔政 伐 鳥林

5 擁離 舊邦 時運 多難 秋 風

6 戰 城 南 定 武 功 景 龍飛 克 皖城

7 巫 山高 屠 柳 城 平 玉 衡 關 背徳

8 上陵 平 南荊 文皇 統 百揆 通 荊 門

9 將 進 酒 平 關 中 因 時運 章 洪 徳

10 君 馬 黄 金 靈 運

11 芳樹 芳樹 天序 承 天命

12 有所 思 應 帝 期 惟 庸蜀 從歴 數

13 雉 子斑 于 穆 我 皇

14 聖 人 出 仲 春振 旅

15 上 邪 太和 大 晉承 運 期 宣 化

16 臨高臺 夏 苗田

17 遠 如期 仲 秋御 田

18 石 留 從 天 道

19 務成 唐 堯

20 玄雲 玄 雲

21 黄爵 伯 益

22 釣 竿 釣 竿

　　 《晉 書 ・樂 志 》 日 ：
“

漢 時 有 《短 簫鐃 歌》之 樂 ， 其曲 有 《朱 鷺》… … 《釣

竿 》等 曲 ， 列於 鼓 吹 ， 多序戰 陣之 事 。 及 魏 受 命 ， 改 其 十 二 曲 ， 使 繆襲爲詞 ，

述以功 徳 代 漢 。 改 《朱鷺 》爲 《楚 之 平 》， 言 魏 也 。 改 《思 悲 翁》爲 《戰 榮 陽》，

言曹 公 也 。
… … 改 《上 邪 》爲 《太 和 》。

… … 是 時 呉亦 使 韋 昭 制 十 二 曲 ， 以述

功 徳 受 命 ， 改 《朱 鷺 》爲 《炎精 缺 》， 言漢 室 衰 ， 孫 堅奮 迅 猛 志 ， 念 在 匡 救 ，

王 迹 始 乎此 也 。

… … 及 武帝受禪 ， 乃 令傅 玄制 爲 二 十二 篇 ， 亦述 以 功 徳代 魏 。

改 《朱鷺 》爲 《靈 之 祥 》， 言宣 帝 之 佐 魏 ， 猶虞 舜 之 事堯 ， 既 有 石 瑞 之 征 ， 又

能用 武以 誅 孟 達之 逆 命 也 。

… … ”

由此 ， 知 魏晉以 來 的鼓 吹 曲與 《漢鼓 吹 鐃歌 》

十 八 曲 已 經 完 全 不 同 ， 我們 決不 能 因爲魏晉以 來的鼓吹 曲多 敘 戰陣 和 紀功 ， 就

誤 認 爲 《漢鼓吹鐃 歌 》也是 軍 樂 。 《漢鼓 吹 鐃 歌 》 十 八 曲 ， 原 不 過 是 西 漢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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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 組統 一
於鼓吹 樂 之 下 的詩歌而 已 。

　　由於 《漢鼓吹鐃 歌》十八 曲 在西漢 時期 本 來 不是 軍 樂 ， 所 以後 世把 它 用 於

軍 中之 時 ， 大概 僅取 其聲 而 巳 ， 在歌詞 的内容 上 已 維與 《漢鼓吹 鐃 歌》沒 有多

少關係 。 而 後世 文 人們 把 它當作抒 情詩來擬 作 ， 其 數 量 也 遠大 於 軍樂 。 僅據郭

茂 倩 《樂 府 詩集 》， 我們 可以 得 出唐 以 前擬 作 篇 目如 下 ：《朱鷺》6篇 ， 《艾如

張 》2篇 ， 《上 之 回》7篇 ， 《戰城南》7篇 ， 《巫 山高》22篇 ， 《將進 酒 》4篇 ， 《君

馬黄》4篇 ， 《芳樹》16篇 ， 《有 所 思 》26篇 ， 《雉子 斑》6篇 ， 《臨高臺》11篇 ，

《遠 期 》2篇
， 總 計 113篇 。 但郭茂 倩 統 計 並 不 完整 ， 僅 據 《全 唐詩》， 我 們 就

知道 他 漏掉 r 《上 之 回》2篇 ， 《戰 城 南 》5篇 ， 《巫 山高》10篇 ， 《將進 酒》1
篇 ， 《芳樹 》3篇 ， 《有 所 思 》 20篇 ， 《臨高臺》3篇 ， 共44篇 。 兩 者加在

一一
起共

157篇 。 這 些 詩篇所抒寫的世俗 情 懷多種 多樣 ， 與 《漢 鼓吹 鐃 歌 》十 八 曲
一

脈

相承 ， 它們 才真 正 繼 承 了 《漢 鼓 吹 鐃 歌 》十 八 曲 的傳統 ， 得 其精 神 。

　　 二
、 《漢鼓吹鐃 歌》十八 曲内容梳 理

　　郭茂倩 《樂府 詩 集 》引 《古 今樂 録 》日 ：
“

漢 鼓吹鐃歌十 八 曲 ， 字 多 訛誤 。

一
日 《朱 鷺 》、

二 日 《思 悲 翁 》、 三 日 《艾如 張 》、 四 日 《上 之 回 》、 五 日 《擁

離 》、 六 日 《戰城南》、 七 日 《巫 ILI高 》、 八 日 《上 陵》、 九 日 《將進酒》、 十 日

《君 馬 黄 》、 卜…
日 《芳 樹 》、 十二 日 《有 所 思 》、 十 三 日 《雉 子 斑 》、 十 四 日

《聖 人出》、 十 五 日 《上 邪 》、 十 六 日 《臨 高 臺 》、 十七 日 《遠 如 期 》、 十 八 日

《石 留 》。 又 有 《務 成 》、 《玄雲 》、 《黄 爵 》、 《釣 竿 》， 亦 漢曲也 。 其 辭 亡 。 或

雲 ： 漢 鐃 歌 二 十
一

， 無 《釣竿》。 《擁 離 》亦 日 《翁 離 》♂
’

由 此 ， 知 鐃 歌 十八

曲 原 來本 不 只 十 八 首 ， 只 是 因 爲後世 只 流傳 下 來 這 十八 首 ， 所 以 才 被後 人名之

爲
“

漢 鼓吹鐃 歌 F八 曲
”

。

　　但是 就是 這十 八 曲作 品 ， 文 字完全 能讀通 的也 不 多 。 前人 對 此 已 深 有感 歎 。

　 　 　 　 　 　 　 　 　 　 　 　 　 　 　 　 　 　 　 　 　 t5）

如胡應麟 就 説 ：
“

《鐃 歌 曲 》句 讀多訛 ， 意義 難繹 。

”

清以 來 人 如 譚 儀 、 張玉 穀 、

莊 述祖 、 陳 抗 、 陳 本 軆 、 王 先 謙 、 以 及 今人 聞 一 多 、 陳直 、 徐 仁 甫 、 鄭文 等人

對 此 用 力甚 勤 ， 但 至今 仍多不 可解 處 。 《樂府 詩 集 》所 載原 文 及 其解 題 ， 是 我

們 目前 瞭解 這 些作品 的 最重 要材 料 。 下 面我 們 就 以 此爲 據 ， 結 合 前人 與 今人 的

注釋 考證
， 對其　容重 做梳 理 。 本 來 全 詩無 一 字 不 識 ， 但是卻 偏 偏 難 以 讀 通 ，

這是 《漢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 最 特 異 之處 ， 古 今所 釋 ， 跂 説頗 多 ， 強 牽 附會 ， 所

在 多有 。 故此 處 之 詮 釋 ， 只 取 其大 義 。 各 家 之 文字疏理 ， 只 取 確 有道理 者 附載
一

二 。

　　1、 《朱鷺》

　　朱鷺 ， 魚以 烏 。 路砦邪 ， 鷺何食 ？食茄 下 。 不 之 食 ， 不以 吐
， 將 以 問諌 者 。

　　郭 茂倩 《樂府詩 集 》：
‘‘

《儀 禮 ・大 射儀 》 F1 ：
‘

建鼓在 昨 階 西 南鼓 。

’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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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

建猶樹 也 ， 以 木 貰 而載 之 ， 樹 之 附 也 ♂ 《隋 書 ・樂 志》日 ：
‘

建鼓 ， 殷所

作 。 又 棲翔 鷺於其上 ， 不 知何 代 所 加 。 或 日 ， 鵠 也 ， 取 其 聲揚 而 遠 聞 。 或 日 ，

鷺 ， 鼓精 也 。 或日 ， 皆非 也 。 《詩》雲 ：
“

振振鷺 ， 鷺於飛 。 鼓咽咽 ， 醉言歸 。

”

言古 之 君 子 ， 悲 周 道 之 衰 ， 頌 聲 之 息 ， 飾 鼓 以 鷺 ， 存 其 風 流 ， 未 知孰 是 。

’

孔

穎 達 日 ：
‘

楚 威 王 時 ， 有朱鷺合 邃 飛翔而來舞 ， 舊鼓吹 《朱 鷺 曲》是 也 。

’

然

則 漢 曲 蓋 因飾 鼓 以 鷺 而 名曲 焉 。

”

按 建 鼓之 設 ，

一 爲 儀禮所 用 ， 見 《儀禮 ・大

射 儀第 七》；
一 爲 戰 時進 兵所 用 ， 見 《春秋 左 傳 ・哀 公 十 三 年 》。 但 是 它還 有 男

一
個意 義 ， 那就是 和 臣下 進 諌 有 關 。 《三 國 志 ・卷 二 ・魏 書 二 》， 曹丕 即位秋七

月庚辰 ， 令 日 ：
“

軒 轅 有 明台 之 議 ， 放勳有衢室 之 間 ， 皆所 以廣詢於下也 。

”

《管

子 ・桓 公 問 》日 ：
“

黄帝立 明 台之 議 者 ，
上 觀 於兵 也 ；堯有 衢 室之 間 者 ， 下 聽

於 人也 ；舜 有告 善 之 旌 ， 而 主 不蔽 也 ；禹 立諌 鼓於朝 ， 而 備訴 訊 唆 ；湯 有總街

之廷 ， 以 觀 人誹 也 ；武 王 有靈 台之 復 ， 而 賢者 進 也 ：此 古 聖 帝明王 所 以 有 而勿

失 ， 得 而勿 忘也 。

”

陳抗 《詩比 興箋》：
“

魏 書官氏 志 ， 以 伺察 者 爲候 官 ， 謂 之

白鷺 。 取 延 頸遠 望 之 意 。 漢 初 内設 御 史 大 夫 ， 外設刺史 ， 糾 舉權 貴奸 滑 ， 故取

鷺爲興 。 鳥 當作鴃 。 歇 ， 嘔 吐 也 。

… … 《爾 雅 ・釋 草 》：荷 ， 芙 葉 ， 其莖 茄 ，

其 本 蕾。 荷 下魚所 聚 ， 故鷺當食於 荷 下 。 荀 不 之 捕食 ， 又 不以 吐者 告 ， 則 縱 奸

養慝 ， 所 司何 事乎 ？ 《詩 》日 ：
‘

維 鵜 在 梁 ， 不濡 其翼 。 彼 其之 子 ， 不稱 其服 。

’

　 　 　 　 　 　 　 　 　 　 Is）
‘

將以 問 諌 者
’

之 謂 也 。

”

按 此 ，
知 此 詩乃 諷 刺 諫者 不能 盡 言之 詩 也 。

“

路砦
　 　 　 　 　 　 　 　 　 　 　 　 　 　 　 　 　 　 　 　 　 　 　 　 　 　 　 　 　 　 　 　 17）

邪
”

， 皆疑 爲語 氣詞 ， 惟 聞一 多認爲 ：
“

路砦疑 即 鷺i 。 《説文》
‘

鵞 ， 鷓鵺 也 。

’ ”

如 此 ，

“

路 砦 邪
”

則 當 讀 爲
“

鷺鵞 呀
”

。 本 人 認 爲 ， 聞
一

多的 説 法 ， 有 … 定 的

道 理 ， 可從 ， 説 詳後 。

　　 2
、 《思 悲 翁 》

　　思 悲 翁 ， 唐思 。 奪 我 美人侵以 遇 。 悲翁 也 ， 但 我 思 。 蓬 首狗 ， 逐 狡 兔 ， 食

交君 。 梟 子 五
， 梟母 六 ， 拉邃 高飛暮 安宿 。

　　按 此 詩 郭茂 倩 無 解 題 ， 不可確 解 。 陳 抗 《詩 比 興 箋》引 莊述祖日 ：
“

翁 者 ，

耆 舊 之 稱 ， 借指 老 臣 也 。 唐思 ， 徒思 也 。 《楚 辭 》：
‘

惟 草木 之 零 落兮 ， 恐 美 人

之 遲 暮 。

’

美 人 ， 喩 盛 年 也 。 此 言可 悲 之 人 ， 思 之 無益 。 韓彭誼醢 ， 始 歌 日 ：

‘

安得 猛 士 守 四 方
’

， 思 之 晩 矣 。 奪吾 少壯 之 年 ， 侵 尋 遇 主以 成 功 名 ， 垂 及 白

首而戮之 ， 縱復悲 思 ， 亦 何 益 乎 ？
‘

蓬 首 狗 ， 逐 狡兔
’

， 言將 士 昔 戰 ， 首如 飛
　 　 　 　 　 　 　 　 　 　 　 　 　 　 　 　 　 18｝

蓬 ， 以 除 群 雄 。 所 謂 狡 兔 盡 ， 良 狗 烹 也 。

”

莊氏 和 陳 氏 把 此 詩與 劉 邦誅殺功 臣

之 事附會起 來 ， 頗 爲 牽 強 。 但 是 他 釋
“

唐思
”

爲
“

徒 思
”

， 可 從 ， 聞
一 多 認 爲

下文
“

但 我 思
”

也 可 釋 爲
“

徒 我 思
”

，

“

但 唐 徒
” 一 聲 之 轉 ， 可備

一
読 。 今 人

陳 直則 認 爲 ：悲 翁
，

“

或作 思 悲 公 ， 何 承 天作 思 裴翁 ， 此 説很 有 可能 。 悲爲 裴

字之假借 ， 據何読 因疑 爲邊塞 裴 翁之 妻子 ， 爲匈 奴櫨去 ， 雁 門雲 中人 民 ， 作 爲

此詩 ，代 鳴不 平 ， 漢 武帝 時 ， 被 采 詩 官 收 集 ， 遂傳 播 於樂府 ， 故 在 宴飲 時 歌奏 ，

74 一

N 工工
一Eleotronlo 　Llbrary 　



The Socie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NII-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

The 　Soolety 　of 　Chlnese 　Lrterature 　of 　the 　Mlddle 　Ages

10

　 　 　 　 　 　 　 　 　 19］

亦藉 示不 忘敵愾之 意 。

”

　
“

侵 以 遇
”

句 ， 《爾 雅 ・釋 言》：
“

偶 ， 遇也 。

”

《釋名 ・

釋 親 屬 》：
‘‘

網 ， 遇 也 。

”

《字彙補》：
“

遇 ， 與 偶 同 。

”

則 此 處 之
‘ ‘

遇
”

應 讀爲
“

偶
”

，

意 爲配偶之 偶 。

“

梟子 五 ， 梟母六
”

句 ， 徐仁甫釋 日 ：
“

梟本不孝鳥 ， （見 《読

文 》）然 自關 而 西 謂 梟爲 流離 （《
一

切 經 音義》二 十 引 《毛 詩 草木 疏》云 ：梟 ，

流離鳥也 。 自關而西謂果爲流離 。

… … ）此… … 但取其流離 ， 又不明言流離而

言梟 ， 所 謂 隱 語雙 關 也 。 詩 人修 辭 ， 寓 有深 刻意 義 。 謂 悲 翁既 被 劫 奪 ， 其 妻 子

又 被 驅 散 ；言流 離之 子 五 ， 連 流 離 之母 則 爲六 ， 母 子 拉 邃 。 高 飛而 去 ， 無 有 安
　 　 　 　 　 　 　 　 　 　 　 　 　 　 　 　 　 　 　 　 　 　 　 　 　 　 　 　 　 　 　 　 2o｝

宿之所 。 此 正 寫其流離 失所 ， 而 緊 張慘急 ， 意在 言外 ；生 動 形 象 ， 耐 人尋 思 。

”

聯繋 全 文 ， 此 説有 可 取 之 處 。 寛泛點 説 ， 此詩應是對
一
個遭 遇不幸的老人 及 其

家庭 的 同情 。

　　3、 　《艾女口弓長》

　　艾 而張 羅 ， 夷于 何 ！行成 之 ， 四時和 。 山出 黄雀 亦 有 羅 ， 雀 以 高 飛奈 雀 何 ？

爲此 倚欲 ， 誰肯曚 室 。

　　郭茂倩 《樂府詩集》：
“

艾 與刈 同 ， 《説 文》日 ：
‘

芟草 也 。

’

如讀 爲而 ， 猶

《春 秋 》日
‘

星 隕 如 雨
’

也 。 古詞 日 ：
‘

艾而 張 羅
’

。 又 日 ：
‘

雀 以 高 飛奈雀 何 ？
’

《穀 梁 傳 》 Eヨ ：
‘

艾 蘭以 爲防 ， 置旃 以 爲轅 門 。

’

謂 因捜狩 以 習 武 事也 。 蘭 ，

香 草 也 ， 言 艾草 以 爲 田 之 大 防是 也 。 若 陳蘇 子 卿 云 ：
‘

張機 蓬 艾 側 。

’

唐李賀

云 ：
‘

艾葉緑 花 誰 翦 刻 。

’

倶 失 古 題 本 意 。

”

陳 浣 《詩 比興 箋》：
“

《穀梁傳》
‘

艾

蘭以 爲 防
’

， 《禦覽》引作
‘

立 闌以 爲 防
’

， 謂刈 草列欄盾 以 爲 防 ， 而後設 網 羅 ，

天 子 諸侯 捜 狩 之 禮 。 故 《穀 梁 傳 》 言過 防不 逐 ， 不 從 奔之 道 也 。

‘

夷 于何
’

，

言 其地 之 坦 易也 。

‘

于 何
’

， 聲 也 。 古 者 王 者 交 於 萬 物 有道 ， 則 王 道 成 ， 四 時

和 。 故 有三 驅 之 戒 ， 有三 面之 祝 ， 所 謂 天 網 恢 恢 也 。 若 乃 羅 山網 澤 ， 無微 不 設 ，

自爲 以 嚴 密 ， 不知 鎹 而走 險 ， 驚 而群 飛 ， 於 是 鳥 亂於 上 ， 魚 亂於 下 ， 而亦 無如
　 　 　 　 　 　 　 　 　 　 　 　 Zl）

之何矣。 誰 肯朿 手 待盡 者 哉 ？
”

按 此 解 釋 大體 得 詩 之 本 意 。 鄭 文 説 ：
“

本 曲是

譏 刺 統 治者 法 網 苛 密 、 逼 民 遠 去 ， 而 不願 受他 的 迫 害 ， 如 黄 雀 的 高飛以 避 網 羅
一

般 。 前 三 句是 読 法網寛疏 ， 民得和 樂 ， 和 後面正 相對照 。 用網比 法 ， 古 已有
　 　 　 　 　 　 　 　 　 　 　 　 　 　 　 　 　 22）

之 ， 本曲正 用 它作 比 喩 ， 寫得 形 象深 刻 。

”

此 読 比 陳 氏所 言更 爲 通 俗 明 瞭 。 但

此 詩
“

倚 欲
”

、
“

矇 室
”

四 字 不 得 確 解 。 鄭 文 謂
“

室
”

或是
“

矢
”

之 訛 誤 ， 可

備 一
説 。

　　4、 《上 之 回 》

　　上之 回所中 ， 益 夏 將至 ， 行將北 。 以 承 甘泉宮 ， 寒暑徳 。 遊石 關 ， 望 諸 國 。

月 支臣 ， 匈奴服 。 令從 百官疾驅 馳 ， 千秋 萬 歳樂 無極 。

　　郭 茂 倩 《樂府 詩集》：
‘‘

《漢 書》 日 ：
‘

孝 文 十 四年 ， 匈 奴 入 朝 那 蕭 關 ， 遂

至 彭 陽 。 使 騎 兵 入 焼回中宮 ， 候騎至 雍甘泉 。

’

回 中地在安定 ， 其中有宮也 。

《武帝紀》日 ：
‘

元 封四年 冬十 月 ， 行 幸雍 ， 祠 五 時 。 通 回 中道 ， 遂北 出蕭 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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呉競 《樂府解題》日 ：
‘

漢武通 回 中道 ， 後數 出遊幸焉 。

’

沈建 《廣題 》日 ：
‘

漢

曲皆 美 當 時之 事 。

’

按 石 關 ， 宮 闕 名 ， 近 甘 泉 宮 。 相 如 《上 林 賦 》云 ：
‘

蹙石

關 ， 歴 封 巒
’

是 也 。

” “

之
”

， 往 也 。

“

回所 中
”

， 指 回 中宮 。 回 中宮是 漢武帝在

安定所 建的行 宮 。

“

所
”

， 行 在 所 。 蔡琶 《獨 斷 》：
“

天 子所 在 日行在所 。

”

按 此

時歌 頌 漢武帝行 幸 回 中宮之 事 ， 明 白易 曉 。 漢 武帝 多 次行 幸 回 中 ， 此詩所 指 ，

　 　 　 　 　 　 　 　 　 　 　 　 　 　 　 　 　 　 　 　 　 　 　 　 　 　 　 　 　 　 　 z3）

鄭 文謂天 漢 二 年 （前99年 ）之事 ， 與 詩 中
‘ ‘

夏 將 至
”

在 時 間 上 相 和 。 可從 。 考

《漢書 ・武帝紀》：
“

（天 漢 ）二 年 春 ， 行 幸 東海 。 還 幸 回 中。 夏五 月 ， 貳師將

軍 三 萬 出酒 泉 ， 與 右 賢王 戰於 天 山 ， 斬 首 虜 萬 餘 級 。

”

可 見 此次漢 武 帝行幸回

中 ， 亦 有
“

絃 耀 武 力以 助 貳 師威風
”

之 意 。 詩中對漢武帝極 盡頌 美 ， 可見 當 時

之風 。 沈建 《廣題》 日 ：
“

漢曲皆美 當 時 之事
”

， 此 詩 可爲 確 證 。

　　5
、 《翁離》（

一
作 《擁離 》）

　　擁 離趾 中可 築 室 ， 何 用 葺 之 慧用 蘭。 擁離趾 中。

　 　 　 　 　 　 　 　 　 　 　 　 　 　 　 　 　 　 　 　 　 　 　 　 　 　 z4）

　　按此 詩爲 殘 篇 ， 不 可 曉解 。

“

擁離
”

， 陳 直解作
“

雍 地 離宮
”

。 遨 欽 立 謂
“

翁
　 　 　 　 　 　 　 　 　 　 　 　 　 　 　 　 　 　 　 　 　 25）

離
”

當作
“

翁 雜
”

， 爲 漢 時 習 語 ， 所 以 状 五 采 之 貌 。 聞
一 多 認 爲

“

趾
”

應 讀 作
　 　 　 　 　 　 　 　 　 　 　 　 　 　 　 　 　 　 　 　 　 　 26）　　　　　　　　　　　　　　　　 z7）

“

沚
”

，

“

擁 離 沚 者 ， 小 沚磊 然 ， 如 癰疽 瘰癧 之 状 也 。

”

鄭 文 同意 聞 一 多説 。 徐
　 　 　 　 　 　 　 　 　 　 　 　 　 　 　 　 　 　 　 　 　 　 　 28）

仁 甫認 爲擁離是 聯綿 詞 ， 當作 蓊 麗 ， 草木 茂 盛 貌 。 趾 同沚 。 《爾雅 ・釋 水 》：
“

水

中可 居 者 日洲 ， 小洲 日 渚 ， 小 渚 日 沚 。

”

《九 歌 ・湘 夫 人》：
“

築室兮 水 中 ， 葺之

兮荷 蓋 。

”

詩 意 可 能 與 此 有 關 。

　　6、 《戰城 南》

　　戰城南 ， 死郭北 ， 野死不 葬 烏 可食 。 爲 我 謂 烏 ， 且 爲客 豪 ， 野 死 諒不 葬 ，

腐肉安能 去 子 逃 ？水深 激 激 ， 蒲 葦 冥 冥 。 梟騎 戰 鬥死 ， 駑馬徘 徊鳴 。 梁築 室 ，

何 以 南 ， 何 以 北 ？禾 黍 不獲 君 何食 ？願 爲 忠 臣安可得 ？ 思 子良 臣 ， 良 臣誠可 思 。

朝 行 出攻 ， 暮 不夜 歸 。

　　此 詩 爲 哀 悼 戰 死 者 之 歌 ， 甚 爲 明 白 。 但 中 間
“

梁 築 室
”

幾句 難 解 。 《樂府

詩 集 》作
“

梁 築 室 ， 何 以 南 ， 梁何 北
”

， 不 通 。 《詩紀》卷 五 作
“

何 以 北
”

。 徐

仁 甫 日 ：
“

按 《華 陽 國志 ・巴志 》1 西虜獻 眩 ， 王 庭試之 ， 分 公 卿 以 爲嬉 ， 陳紀

山獨 不視 ， 京 師稱 之 。 巴人 歌 日 ：
‘

築室載直梁 ， 國人 以 貞 真 。

’

築 室載 直 梁 ，

豈非 梁 築室乎 ？… … 惟眩 （今謂幻 術 ）人 築 室于 梁 ， 明非 真實 ， 可 知 此詩乃 假
　 　 　 　 　 　 　 　 　 　 　 　 　 　 　 　 　 　 　 　 　 　 　 　 　 　 　 　 　 　 　 　 29）

設之 詞 。 梁 爲橋梁 ， 所 以 通 南 北者 ， 若 梁 土 築 室 ， 則 何 以 通 南 ， 何以 通 北 乎 ？
”

按 此 説可 取 。 結 合 下 文
“

禾 黍 不獲 君 何 食 ？願 爲忠 臣 安可 得 ？
”

可 做 貫通 式解

釋 ：梁 上 築 室則 無 法 通 南北 ， 禾 黍 不 獲則 君 無 可 食 之糧 。 梟騎 爲 國而 戰死 ， 卻

無 人收屍 ， 又有誰承 認他是 忠 臣昵 ？此 詩 之嫉 憤 意 ， 由此 而 益 強 。 後四 句 歸結

全 詩 意 旨 。 所 謂
‘ ‘

良 臣
”

， 即 指 戰 死 者 。 他們 朝行出攻 ， 暮不夜 歸 ， 應 是 真 正

的 忠 臣 。 現 改 用
“

良 臣
”

， 亦 是
一
種 憤慨語 。 聞

一 多 日 ：
“

臣 疑 當爲 人 ， 人 臣

聲類 同 ， 又渉上 文 忠臣 而誤 。 良 人 者 ， 《孟子 ・離 婁》下篇
‘

其良 人至
’

， 趙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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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

婦人稱夫日 良人 。

’

《秦風 ・小戎》爲婦人 念役 夫而 作 ， 其 詩日 ：
‘

厭 厭 良

人
’

。 此 詩 義 與 彼 同 ，

‘

思 子 良 人 ， 良 人誠 可 思
’

者 ， 亦 婦 人 思 夫之 辭 。 上 言
‘

思 子 良人
’

， 下 言
‘

莫不夜歸
’

， 思之而 冀其勿死 也 。

聖
按 此 読頗 有 新義 ， 但

改 字解詩 ， 略感牽強 ， 故 今 人 多不 從 之 。

　　 7、《巫 山 高》

　　巫 山 高 ， 高以 大 ；淮水 深 ， 難 以 逝 。 我 欲 東 歸 ， 害梁 不 爲 ？我 集無 高曳 ，

水 何 梁 ， 湯湯回回 。 臨水 遠望 ， 泣下 沾衣 。 遠 道 之 人 心 思歸 ， 謂 之何 ！

　　郭 茂 倩 引 《樂府解題》日 ：
“

古 詞 言 ， 江 淮 水 深 ， 無梁 可度 ， 臨水遠望 ，

思 歸 而 已 。 若 齊 1 融 《想 象 巫 山 高 》， 梁 范 雲 《巫 山高 不 極 》， 雜 以 陽 臺神 女

之 事 ， 無復遠 望 思 歸之 意 也 。

”

按此詩乃遊子 思 郷 之 作 ， 詞 旨明 白。 惟
“

水 何
　 　 　 　 　 　 　 　 　 　 　 　 　 　 　 　 　 　 　 3ユエ　 　 　 　 　 　 　 　 　 　 　 　 　 　 　 　 　 　 　 　 　 　 　 　 　 　 　 　 　 　 　 32）

梁
”

句難通 。 逾欽 立 謂
“

梁
”

乃
“

深
”

之 僞字 。 陳 直謂 此處 指
“

水 無梁
”

， 所
　 　 　 　 　 　 　 　 　 　 　 　 　 　 　 　 　 　 　 　 　 　 　 　 　 　 　 　 　 　 　 　 3s）

解 似 都 與 上 文 重 復 。 徐 仁 甫謂 此處 梁 有 高 義 。

“

水 何 梁
”

， 謂 水 位 何 其高 也 。

可備 一 説 。

“

害
”

，

“

曷
，，

之 借 字 。

“

我集 無 高 曳
，，

， 途 欽 立 謂
“

集高 曳爲 濟 籥楪
　 　 　 34）

之借字
”

， 如 此 ，

“

我 集 無 高 曳
”

則 可 釋 爲 ：
“

我 欲 濟 河 ， 而 無 筥楪 。

”

是 簡 明

可通 的解 釋 。

　　 8
、 《上 陵 》

　　上 陵何美美 ， 下津 風 以 寒 。 問客從 何來 ， 言從 水 中央 。 桂 樹 爲君 船 ， 青 絲

爲 君筰 ， 木 蘭爲君櫂 ， 黄 金錯 其 間 。 滄海之雀赤翅鴻 ， 白雁 隨 。 山林 乍 開乍合 ，

曾 不知 日月 明 。 醴泉之 水 ， 光澤何蔚蔚 。 芝爲 車 ， 龍 爲 馬 ， 覽遨 遊 ， 四 海外 。

甘 露初二 年 ， 芝生 銅 池 中 ， 仙 人下 來 飲 ， 延 壽千萬歳 。

　　郭 茂 倩 《樂府詩集》：
“

《占今 樂 録 》 日 ：
‘

漢章 帝元 和 中 ， 有宗廟食 舉 六

曲 ， 加 《重 來》、 《上 陵》二 曲 ， 爲 《上 陵》食 舉 。

’

《後漢 書 ・禮儀 志 》日 ：
‘

正

月 上 丁 祠 南郊 ， 次北 郊 、 明 堂 、 高廟 、 世祖 廟 ， 謂 之 五 供 。 禮 畢 ， 以 次 上 陵 。

西 都舊有上 陵 。 東都 之儀 ， 太官 上 食 ， 太 常奏樂食舉 。

’

按 古詞 大 略 言神 仙事 ，

不 知與食 舉 曲 同 否 。 宋 何 承 天 《上 陵 者 篇 》 Eヨ ：
‘

一ヒ陵 者相 追 攀 。

’

但言 升 高

望 遠 、傷 時怨歎 而 d 。

”

按此詩寫祥瑞以 美 宣帝 也 ， 與 上 陵 食 舉奏 樂沒有關係 ，

聞 一
多 、 陳直等人都 認 爲 ， 東漢 可 能 男 有 上 陵 樂 曲 ， 與 此 名 同實 異 ， 其 説 可從 。

陳 抗 《詩 比 興 箋》：
“

《漢 書 ・稍 儀 志 》（按應 爲 《郊祀 志 》， 《漢書》無 《禮 儀志》）：

‘

宣 帝 即 位 ， 由 武帝正 統興 ， 故 立 三 年 ， 尊 孝 武廟 爲 世 宗 ， 行所巡 狩郡 國皆立

廟 。 告祠 日 ， 有 白鶴 集後 庭 ， 有雁 五色 集殿 前 。 西 河 築 世宗 廟 ， 神 光 興 於 殿 旁 。

’

十 三 年 正 月 ，

‘

上 始 幸甘 泉 ， 郊 見泰時 ， 數 有 美 祥 。 修 武 帝 故 事 ， 盛 車 賑 ， 敬

齊祠 之 禮 ， 頗作詩歌 。

… … …後 間 歳 ， 鳳 皇神爵甘露 降 集 京 師
’

， 輒 改 元 。 又

《宣 紀 》 神 爵 元 年 詔 日 ：
‘

乃 者 金 芝 九 莖 ， 産 於 函 徳殿 銅 池 中 。

’

日露 二 年 詔

日 ：
‘

乃 者鳳 皇 甘露 ， 降集 京師 ， 黄龍登 興 ， 醴 泉滂 流 。 枯 槁 榮 茂 ， 神光並 見 ，

鹹 受禎祥 。

’

正 此 詩所 詠 者 也 。

‘

山林乍開乍 合， 曾 不知 日月 明者
’

， 謂嘉 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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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鬱 鬱葱 葱 。 《甘泉賦》所謂
‘

帥爾 陰閉 ， 雪 然 陽 開
’

也 。 宣帝 頗 好神 仙 ，

　 　 　 　 　 35｝

故詩末及 之 。

”

此 解 説 明 白 ， 可 資參 考 。 又 ， 此 詩中所 用 詞 語 ， 可 與西 漢中期

歴 史 名物 相 證 者 ， 除陳 抗所 言外 ， 尚 有
“

白雁
”

、

“

醴泉
”

、
“

覽遨 遊 ，四 海外
”

等語 。 陳 直謂 ：
‘‘

西 安北 郊 曾 出雁 範 ， 左 側 刻有
‘

白雁 雌
’

三 大 字 ， 篆 書 略 帶

隸 書 ， 筆畫 奇古 ， 決 爲 西 漢 中 期作 品 。

… … 《小校 經 閣金 文 》卷 十五
， 九 十 二

頁 ， 有上 華 山 鏡銘云 ：
‘

食玉 英 ， 飲醴泉 ， 駕 飛 龍 ， 乘 浮 雲 。

’ … … 《小校 經

閣金 文 》卷 十五
，

二 十 三 頁 ， 有 尚 方鏡 銘 云 ：
‘

尚 方作 竟 真大 好 ，
上 有仙 人 不

　 　 　 　 　 　 　 　 　 　 　 　 　 　 　 　 　 　 　 　 　 　 　 　 　 　 36）

知老 ， 渇飲 玉 泉 饑食 棗 ， 浮 游 天下 遨 四海 ， 壽 如金 石 國 之保  
”

可爲參證 。

　　9、《將進 酒》

　　將 進 酒 ， 乘 大 白。 辨 加 哉 ， 詩審搏 。 放 故歌 ， 心所作 。 同陰氣 ， 詩悉 索 。

使 禹良工 觀者苦 。

　　郭茂 偖 《樂 府 詩 集》：
“

古 詞 日 ：
‘

將 進 酒 ， 乘 大 白 。

’

大略以飲酒 放歌爲

言 。 宋 何 承 天 《將 進 酒 篇 》 凵 ：
‘

將 進酒 ， 慶 三 朝 。 備 繁禮 ， 薦嘉 肴 。

’

則 言

朝會進酒 ，
且 以 濡 首荒淫 爲 戒 。 若 梁 昭 明太子 云

‘

洛陽 輕薄子
’

， 但敘遊樂飲

酒 而 已 。

”

按 此 詩 大 義 可 明 ， 即 郭茂 倩 所 読
“

大略 飲 酒放 歌 爲 言
”

。 但
“

辨 加
”

、

“

審搏
”

、

“

陰氣
”

、

“

悉 索
”

四 組詞 義 難 明 ， 具體 的 文 字解 釋 ， 各 家頗 不 一 樣 ，

或相 距 甚遠 。 俐 按 ： 鐃 歌 十 八 曲是 後 代 樂 工 以 聲 記 述 ， 故其 中多以 同音 字代 替 ，

以 此詩 最爲 明顯 。 其 中
“

大 白
”

即
“

大 杯
”

， 後 世 多用此 語 ， 人 所 熟知 。 此
…

例 。

“

辨 加
”

， 古籍 中無此 詞 ， 疑 爲
“

遍 加
”

。 《晏 子 春秋》卷 七 ：
“

惠 不遍 加 于

百姓 ， 公 心 不周 乎 萬 國 。

”

《説 苑 》 卷 十 四 ：
‘‘

惠 不遍 加 于 百姓 。

”

《舊唐 書 》卷

一
百 二 十 ：

“

建 中初 ， 子儀 罷 兵 權 ，
乃 遍 加 諸 子

一
官 。

”

《太 平 廣 記 》卷 二 十
一

引 《仙 傳拾遺 》：
‘‘

遍 加 捜訪 。

”

准 此 ， 該 詩 中的
‘‘

辨加
”

結 合 上文 可 能是 指 遍

加 酒 ， 即 把 所 有 的 大 杯 斟滿 酒 。

“

審 搏
”

， 在 古 籍 中無 此 詞 ， 疑 是
“

審 博
”

之

誤寫 。 《魏書》卷 八 十 四 《列傳儒林》：
“

（劉）蘭推 《經 》、 《傳》之 由 ， 本 注

者 之意 ， 參以 緯 候 及 先儒 舊事 ， 甚爲 精悉 。 自後經 義審博 ， 皆 由於蘭 。 蘭又 明

陰 陽 ， 博物 多 識 ， 爲 儒 者 所 宗 。

”

《北 史 》卷 八 十
一

亦 有 相 同 的 記 載 。 又 清 人

鈕 銹 《觚縢 ・首尾 限字體》：
“

詩審博 ， 唯博 ， 故 冥 搜 引 ， 妙趣 紛 披 。

”

以 此 ，

知
“

審 博
”

應 是 精 審博 雅 之 意 。

‘‘

放 故 歌 ， 心 所 作
”

， 逮 欽 立 謂 ：
“

心 ， 新 之借
　 　 　 　 　 　 　 　 37）

字 ， 與 上 文 故 對 文 。

”

可 從 。

“

同 陰 氣
”

， 邊1欽 立 ：
“

陰 氣 或謂 爲 飲 泣 ， 借字 ，

　 　 　 　 s8 ）

義亦可通 。

”

餘謂 或爲
“

飲 訖
”

之借字 。 結合上 文 舉杯 加 酒 ， 此 處 則 寫把 酒飲

完 ，
上 下 文 義貫 通 。

“

悉 索
” 一 詞 ， 爲 秦漢 常 用 語 。 《左 傳 ・襄 公 八 年 》：

“

敝 邑

之 人 ， 不 敢 寧處 ， 悉索敝 賦 ， 以 討 于 蔡 。

”

《十 三 經註 疏》阮校 ：
“

《廣雅 ・釋 詁》：

‘

索 ， 取 也 。

’ ‘

悉 索
’

蓋 言 盡 取以 行 也 。

”

　 《左 傳 ・襄公 三 十
一 年》；

“

是 以 不

敢宵居 ， 悉 索敝賦 ， 以 來會時 事
”

；《淮 南 子 ・要略 》：
“

武 王 繼 文 王 之業 ， 用 太

公 之 謀 ， 悉 索 薄 賦 ， 躬 撮 甲 胄 ， 以 伐 無 道而 討 不 義 。

”

　其用 法 同上 。 以 此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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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詩 悉 索
”

可 能 是指把 詩全 都取 來吟誦 或歌 唱 。 後
一

句 ：
“

使 禹良 工 觀者

苦 。

”

禹 ， 陳 直謂 當爲 人 名 ， 爲 良 工 。

“

證 之 《小 校經閣 經文》， 卷 十 一
、

五 十

七 頁 ， 有元 朔三 年 （西元 前 一 二 六 年 ）工 禹所 造龍 淵 宮 銅 鼎 。 又 同年有工 禹所

造 龍淵宮銅 熏爐 。
工 禹與此詩時代相 當 ， 疑 即其人 。 工 禹爲當時良 工

， 而 且專
　 　 　 　 　 　 　 　 　 　 　 　 　 39）

爲銅 工
， 故在歌詩中列 舉 其名 。

”

此 説 可從 。

“

苦
”

， 當爲
“

若
”

字之 誤 。 聞 一

多 、 陳 直 、 逾欽 立 等説 同 。 漢郊 祀 歌 《日出入 》：
“

六 龍之 調 ， 使 我 心 若 。

” “

若
”

，

順 也 ， 得所欲 也 。 以 此而言 ， 後二 句的意思 可 能是 説 ：宴會 上人 們盡 情地 賦詩

歌唱 ， 觀者們 也都 個個 感 到 開 心 川頁暢 。

　　10、《君馬 黄》

　　君馬黄 ， 臣馬蒼 ，
二 馬 同逐 臣馬 良 。 易 之 有 驪 蔡 有赭 。 美 人 歸以 南 ， 駕車

馳 馬 ， 美 人 傷我 心 ；佳 人歸 以北 ， 駕 車馳 馬 ， 佳 人 安終極 。

　　此 詩 字面意甚 明 ， 但全詩之 意難解 。 陳抗 謂
“

刺 上下 不 一 心
”

；李 因篤 《漢

詩音注 》謂 此 詩寫 事 君處 友 ， 中道 棄捐 ， 苦 心 無 以 自明 ；孔 徳 謂刺 帝 王 之 遊 樂 ，

　 　 　 　 　 4o ）

人 民 疲於 供役 ；鄭 文 謂 譏刺 朋 友 違 背 了 當 日情 誼 ；徐仁甫謂此詩
“

意在刺獨 好
　 4t）

也 。

”

各從 自己理 解 的角度來解 釋 ， 可 見 此 時寫 作 用 意 之模 糊 。 餘按 ：李 因 篤

所 解 ， 可 能 更 有道 理 。 對 人尊稱 爲 君 ， 自稱 爲 臣 ， 漢 人 有 此例 。 《史 記 ・
呂太

后 本紀》：
“

陳平 、 絳侯 （對 王 陵 ）日 ：
‘

於 今面折廷 爭 ， 臣不如 君 ；夫全 社稷 ，

定 劉 氏 之 後 ， 君 亦 不 如 臣 。

’

王 陵 無 以 應 之 。

”

詩 中所 言 君 臣 ， 可 能 是 指地 位

不 同但 卻 非 常要 好 的朋 友 。 詩人 地 位 雖低 ， 以 材 而 言卻 極 爲自負 。 不幸的是 二

人 中途 南 北離別 ， 詩 人 不 免極 度傷 心 ， 怨朋 友 不 顧 自己 之 難 也 。 李 白嘗擬 作《君

馬 黄 》日 ：
“

君 馬 黄 ， 我 馬 白。 馬 色 雖 不 同 ， 人 心 本 無 隔 。 共作 遊 治盤 ， 雙 行

洛 陽 陌 。 長劍既 照 耀 ， 高冠 何 赭赫 。 各有 千金 裘 ， 倶 爲五 侯 客 。 猛 虎 落 陷 畊 ，

壯夫時屈 厄 。 相 知在 急難 ， 獨 好亦何 益 。

”

可 爲 理 解 此詩的參考 。

　　 11
、 《芳樹》

　　芳樹 日月 ， 君亂如於風 。 芳樹不 上無心 ， 温 而 鵠 ， 三 爲而行 。 臨蘭池 ， 中

心懐我悵 。 心 不可 匡 ， 目不 可 顧 。 炉 人之子 愁 殺 人 。 君 有 他 心 ， 樂不 可禁 。 王

將何似 ， 如 孫如 魚 乎 ？悲 矣 。

　　郭 茂 倩 引 《樂府解題》 日 ：
“

古 詞 申有 云
‘

姫 人之 子愁 殺人 ， 君有他心 ，

樂不 可禁 。

’

若齊王 融
‘

相思 早 春 日
’

， 謝 胱
‘

早玩 華 池 陰
’

， 但 言 時暮 、 衆 芳

歇 絶 而 已 。

”

按 此 詩 不可 解 。 以 上 斷句 ， 亦 不
一

定 準確 。 至 於 其 中的
一

些詞 語 ，

亦難 以 讀通 。 諸家所釋 ， 因難以 擇善而從 ， 故從 略 。

　　 12、 《有所 思 》

　　有所 思
， 乃 在 大海 南 。 何用問遺君 ？雙珠玳 瑁簪 ， 用 玉 紹繚之 。 聞君 有他

心 ， 拉雜摧燒之 。 摧燒之 ， 當風 揚 其灰 。 從 今 以 往 ， 勿 復相 思 。 相 思與 君 絶 ！

難鳴狗 吠 ， 兄 嫂 當知 之 。 妃 呼 稀 ， 秋 風 肅肅晨風颶 ， 東方須臾高知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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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茂倩 《樂 府 詩 集 》：
“

《樂 府 解 題 》日 ：
‘

古 詞 言
“

有所 思 ， 乃 在 大 海 南 。

何用 問遺君 ？雙珠玳 瑁簪 。 聞 君有他 心 ， 焼之 當風揚其灰 。 從 今 以 往 ， 勿復 相

思 而與 君 絶
”

也 。

’

按 《古 今 樂 録 》漢 太 樂食 舉 第 七 曲 亦用 之 ， 不知 與此 同否 。

”

按 此詩題 旨甚明 ， 爲
一 女 子 對 負心 男子 的 決絶 之辭 。

　　13、 《雉 子 斑 》

　　雉 子 ！斑 如此 ， 之 于 雉 梁 。 無 以吾 翁 孺 ， 雉 子 ！知得 雉 子 高蜚止 ， 黄鵠 蜚

之以 千 里 。 王 可 思 。 雄來 蜚從 雌 ， 視 子趨
一
雉 ， 雉 子 ！車大駕馬滕 ， 被王 送行

所 中 。 堯 羊蜚 從 王 孫 行 。

　　郭 茂 倩 《樂府 詩 集 》：
“

《樂 府解 題 》 日 ：
‘

古詞 云 ：
“

雉 子高 飛 止 ， 黄鵠飛

之 以 千 里 ， 雄 來 飛 ， 從 雌視 。

”

若梁 簡文 帝
“

姫 場 時 向 隴
”

， 但 詠雉 而 已 。

’

宋

何 承 天有 《雉 子 遊 原 澤 篇》， 則 言避 世 之 士 ， 抗 志 清 審 ， 視 卿 相 功 名猶 冰炭 之

不相 入 也 。

”

按此 詩大體 可 解 ， 但 如 何 校 點 斷句 ， 尚有 諸 多 疑 問 。 今 斷句從 新

校點 《樂府 詩集 》本 而略 有 改 動 。 然 同是 此 書 ， 所 引 《樂府 解題 》之 斷句就有

不 同 。 其間多 有 句 意 不連 貫處 。 陳 抗 《詩 比 興 箋 》 口 1
“

刺 時 也 。 上 以 爵 祿 誘

士 ， 士以 貪 利 罹禍 ， 進退 皆不 以 禮 ， 賢者思遁 世遠害也 。

”

並引 莊 述祖 説 ：
“

斑 ，

文 貌 。 之
， 往 也 。 干 雉 梁 ， 謂 雉往 山梁也 。 悟 ， 迎 也 。 翁孺 ， 老幼 也 。 言雉 横

飛山梁之 間 ， 無術 可 以 迎 致 之 ， 惟 知 愛其 子 。 乃 弋 人得 雉 子以 爲 媒 ， 而 高飛 者

遂 誘下 矣 。 王
， 讀 如 《莊 子 ・養 生 主 》神 雖 王 之 王 。 言 觀 於 雉 之 被誘 ， 而知 黄

鵠之高舉 遠逝 ， 洵可 思 也 。 雌 既從 子 ， 雄 復 從 雌 ， 於 是 盛 以 箱 籠 ， 駕以傳 車 ，

　 　 　 　 　 　 　 　 　 　 　 　 　 　 　 4z）

生 送行在 ， 而 終身 悄 佯 從 王 孫 行 矣 。

”

又 ， 《西京 雜 記 》 日 ：
“

茂 陵 文 固 陽 ， 善

駅 野雉爲 媒 ， 用 以 射 雉 。 毎 以 三 春 之 月 ， 爲茅 障 以 自翳 ， 用鮭 矢 以射 之 ， 日連

百數 。 茂 陵輕 薄 者化 之 ， 皆 以 雜 寶錯 廁 翳 障 ， 以 青州蘆葦爲弩矢 ， 輕騎妖服 ，

追 隨 于 道 路 ， 以 爲 歡 娯 。

”

按 此 ， 知 此 詩 所 寫 ， 當爲 對 西漢 時王 孫 貴族 中流 行

的射 雉 行 爲 的批 判 。 詩以 雉 的 不 幸遭 遇爲 言 ， 或 有所 寄 託 。 其寫 法 ， 當 同漢 樂

府中 《鳥生 八 九子 》、 《豫章 行 》也 。

　 　 14、《聖 人 出》

　　聖 人 出 ， 陰 陽和 。 美人 出 ， 遊九河 。 佳人 來 ， 腓 離哉何 。 駕六飛 龍 四時和 。

君 之 臣明護不 道 ， 美人哉 ， 宜 天 子 。 免甘 星筮樂甫始 ， 美人子 ， 含四 海 。

　 　 　 　 　 　 　 　 　 　 　 　 　 　 　 　 　 　 　 　 　 　 　 　 　 　 　 　 　 　 　 43 ］

　　按 此 爲歌 頌 天 子 之 詩 ， 當無 疑 問 。 陳 沈謂 頌 美 漢宣 帝之 詞 ， 可備 一 説 。 中

間
“

君 之 臣 明護 不道
”

，

“

免甘星 筮 樂甫始
”

， 岐解頗多 。

　　 15、 《上 邪 》

　　上 邪 ！我 欲與君相知 ， 長命無絶 衰 。 山無陵 ， 江 水 爲竭 ， 冬 雷震 震 夏 雨雪 ，

天 地合 ， 乃 敢 與君 絶 。

　　按 此 爲 女 子相 愛 之 誓 言 ， 以 五 件 不可能 發 生 之 事爲 誓 ， 以 見 其情感 之 堅 貞 。

陳抗認爲是
“

臣被 讒 自誓之 詞
”

， 可 能求 之過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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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臨高臺》

　　臨高 臺 以 軒 ， 下有 清 水清且 寒 。 江有 香 草 目以 蘭 ， 黄鵠高飛 離哉翻 。 關弓

射鵠 ， 令我 主壽萬年 。 收中吾 。

　　 此 爲 遊宴 祝 頌 之 詞 ， 各 家 無 異義 。

　　 17、《遠 如 期》

　　遠如期 ， 益如 壽 。 處天左 側 ， 大 樂 萬歳 ， 與 天無極 。 雅樂陳 ， 佳哉紛 。 單

於 自歸 ， 動如 驚心 。 虞心 大 佳 ， 萬人 還 來 ， 謁者 引 向殿 陳 ， 累 世未嘗聞 之 。 増

壽 萬 年 亦誠哉 ！

　　郭 茂倩 《樂府 詩集》：
‘‘一

日 《遠 期》。 《宋 書 ・樂志》有 《晩 芝 曲》， 沈約

言舊 史雲
‘

詁不 可 解
’

， 疑 是 漢 《遠 期 曲》也 。 《古 今 樂録 》 日 ：
‘

漢太 樂食舉

曲 有 《遠期 》， 至 魏省 之 。

’ ”

按 此歌 頌 漢宣帝 甘 露三 年 （前 51年 ）匈 奴 單於來

朝 之詩 。 《漢 書 ・匈 奴傳》：
“

（甘露 三 年 ， 匈奴呼韓 邪 單 于 稽侯 猾 ）正 月朝天 子

于甘泉宮 ， 漢寵 以 殊 禮 ， 位在 諸侯 王 上 。

… … 禮 畢 ，使使 者道 單 干先 行 ， 宿 長

平 。 ⊥ 自甘泉 宿 池 陽宮 。 上 登 長 平 ， 詔 單於 勿 謁 ， 其左 右 當戸 之群 臣皆得列 觀 ，

及 諸蠻夷 君 長王 侯數萬 ， 鹹迎於 渭橋 下 ， 夾道陳 。 上 登 渭橋 ， 咸 稱 萬歳 。 單 于

就 邸 ， 留月餘 ， 遣歸 國 。

”

《漢 書 ・宣 帝 紀 》所 記亦 同 。 按 《宣 帝紀 》並 記 ：
“

匈

奴 呼 韓 邪 單 干 款五 原 塞 ， 願奉國 珍朝 三 年 正 月 。 詔 有 司 議 。 鹹 日 ：
‘ … … 匈 奴

單於 郷 風 慕 義 ， 舉國 同 心 ， 奉珍 朝 賀 ， 自古 未 之 有 也 、

’ ”

可 見 ， 有 關 此 詩所

寫之 事 ， 在 歴 史⊥ 有 明確 的 記載 。

　　 18、 《石 留》

　　石留涼陽 涼石 水 流 鳥沙 錫 以 微 河爲 香 向始冷將風 陽北 逝 肯無敢與於揚心邪

懐 蘭 志金 安 薄北 方開 留離蘭

　　按此 詩 無法解讀 。

　　 《鼓 吹 鐃 歌十 八 曲 》之 難 讀 ， 不 在 於 其字之 不 識 ， 而在於其詞 語 之 難解和

句 法 之怪 異 。 此 與 漢 樂府 詩及 其它漢 詩 迥然有異 ， 故前 賢雖 用 力 甚 勤 ， 但 終 是

猜 測較 多 ， 可 豁然貫通 者較 少 。 何 以 這 十八 首 作 品 如 此 難解 昵 ？下 面我們 分 幾

個 方 面進 行 一
點 分 析 ：

　　1、 與 産生 的時代 與 傳 唱方式有 關 。 沈 約 《宋 書 ・樂 志 》後 宋 人 校 刊題 記

引 《古今 樂 録 》読 ：
“

皆 聲辭 艷 相 雜 ， 不可 複 分 。

”

而 胡應 麟 則 読 ：
“

鐃 歌詞 句
　 　 　 　 　 　 　 　 　 44｝

難解 ， 多由脱 誤致 然 。

”

今 人 孔 徳 、 余冠 英 、 陳 直 、 徐 仁 甫 、 鄭 文 也有 大 致 相

同的看 法。 的確 ， 這 些 都是 鐃 歌難 解 的重 要原 因 。 但是 若仔細研 讀 ， 我們會發

現 ， 在這 十 八 首 中 ， 真 正 由於 聲辭 艷相 雜而不 可 解的 ， 只 有 《石留》
一

篇 ；因

爲 脱 誤 而致其不 可解 的 ， 也 只 有 《擁 離》一 篇 ；其他 如 《芳樹 》、《思 悲 翁 》、

《艾 而張》等 篇 ， 從 字面意 ヒ都 可 以 讀 通 ， 耒 必有 多 少屬 於 文 字上 的脱 誤所 致 。

竊 以 爲 ， 《漢 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 之所 以 難讀 ， 可 能還 與 它所産生 的時代 以 及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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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唱 方式有 關 。 沈約在 《宋 書 》卷 十
一

《志 第 一 ・志 序 》中説 ：

　　 《樂經 》殘 缺 ， 其來 已 遠 。 班 氏所 述 ， 政 抄 舉 《樂記 》， 馬 彪 《後 書》，

又 不備 續 。 至 於 八 音衆 器 ， 並 不 見 書 。 雖 略 見 《世 本 》， 所 缺猶 衆 。 爰 及

雅 鄭 ， 謳謠 之節 ，

一
皆屏 落 ， 曾無 概 見 。 郊廟樂章 ， 毎 隨世 改 ， 雅 聲舊典 ，

咸 有 遺文 。 乂 按今 《鼓 吹 鐃 歌》， 雖有章 曲 ， 樂 人 傳 習 ，
口 相 師祖 ， 所 務

者 聲 ， 不 先訓以 義 。 今 樂府鐃 歌 ， 校漢魏舊曲 ， 曲名 時同 ， 文字永異 ， 尋

文 求義 ， 無
一

可 了 。 不 知 今 日鐃 章 ， 何代 曲也 。 今 《志》自郊廟以 下 ， 凡

諸樂章 ， 非淫 畦 之 辭 ，
並 皆 詳 載 。

　　按 此 我們 可 知 ， 今 《漢 鼓 吹 鐃 歌 》十八 曲 ， 在 沈約 之 前都 是 樂工 們 口 耳相

傳 記 下 來的 ， 而在 傳 唱 記憶的過程 中又 只 重其 聲 而 不重 其辭 ， 所 謂
“

樂 人傳 習 ，

口 相 師祖 ， 所 務 者 聲 ， 不 先訓 以 義
”

。 因 而到 沈約記録 這 些 歌 辭 時就 已 經弄 不

清 其 中一 些 詩篇的文 字意 義 了 。 可以 説 ， 我 們今 天 能 鉤瞭 解 其大 概 ， 已 經 是 幸

事 。 至於 那 些 不 可 解 處 ， 或者是 由於 時代 的 久遠 而 造成的語 言文字 上 的變化 ，

或 者是 由於 樂 工 只 記 其聲而 誤 寫 其字 ， 或 者 有 的 是 聲 辭 不 分 ， 而所 有這些 ， 在

今 天 我f門都 難以 區分清楚 。 再加 上 這 些詩歌的句式大 都 不太 整 齊 ，
後 人 往 往根

據 自己 的理 解而 斷句 ， 就 更難 讀 憧 。

　　2、 解 讀 文字 的 思路有問 題 。 既 然 《漢 鼓 吹 鐃 歌 》十 八 曲在 傳 唱 中 由後 人

依 聲 記 録 ， 文詞 中多有 同音相 代 或文 字記録 有誤等現象 ， 那麼 ， 對 《漢鼓吹鐃

歌》十 八 曲 的文字解 讀 ， 就 要 充分 考 慮 這 種 因 素 。 由於 樂 工 以音聲相 傳 ， 所 以

對
一 些 不 可解 之 處 ， 諸 家多從 音訓 上 下 工 夫 ， 這

一
路徑 大體 不錯 ， 如 聞

一
多先

生 解 釋 《朱 鷺 》
一

詩 中
“

路砦邪
”

爲
“

鷺 驚 呀
”

， 是
一

個很 好 的範例 。 《巫 山

高 》 中 的
“

我 集 無 高 曳
”

， 途 欽 立 謂
“

集 高 曳 爲 濟 蒿楪 之借 字
”

， 也 是 很 好 的

解釋 。 但是 ， 正 因 爲 《漢鼓吹鐃 歌》十 八 曲 是 樂 工 們 以 聲相 傳 ， 數代 之 後根 據

聲音 記 録 ド來 ， 那麼 這種 記 録 中的 同 音假 借現 象就很複雜 。 首先 是 因爲 時間 的

久遠而 産 生 的聲 音訛 變 ， 讓後世 無 法 分 辨 它 與原來的聲 音 究 竟有 多大 的差 別 ；

其次 是 樂 工 的文 字記 録 多用 同 音字代 替 ， 而這 些 同音假借 字的使用在相 當 大 的

程 度 一ヒ可能 並 不 符合 古 代 的 同音 假借字 的 一 般規 律 。 這也 讓後 人 無 法下 手 研 究。

正 因爲 如 此 ， 後世 用
一 般 的 同音假 借之 法 來 對這 些 詩句 進 行 文 字訓 詁解 釋 ， 總

讓 人 覺 得 牽 強 。 舉 例 來講 ， 如 《將 進 酒 》中
“

辨加 哉 ， 詩 審 搏
”

、

“

同 陰氣 ，

詩 悉 索
”

等 句 ， 我 們 就很 難 弄 通 其 義 。 徐仁 甫 先 生解 釋 読 ：
‘‘ ‘

詩審 搏
’

與 下

文
‘

詩 悉 索
’

兩 句 意 同 ，
彑 文 見 義 ， 謂 詩 詞 盡 摸 索 而 得 也 。 《説 文 》

‘

審 ， 悉

也 。

’

悉 ， 詳 盡 也 ， 是 審 悉 義同 。 又
‘

搏 ， 索 持 也 。

’ ‘

入 室 捜 日 索 。 索持 謂摸

索而 持之 。

’

是搏索義亦 相 同 。

” “ ‘

同 陰氣 ， 詩悉 索
’

。 《禮 記 ・郊 特牲 》：
‘

凡 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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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陽氣 也 ；凡 食 ， 養陰 氣也 。

’

上 言
‘

將進 酒
’

， 即 同養 陽氣 ， 此雲
‘

同陰氣
’

，

即 同養 陰氣 。 養 陽氣 指 同飲 酒 ，

‘

同陰 氣
’

則 指 同吃飯 。 言飲食時皆摸索爲 辭
　 　 　 　 　 　 　 　 　 　 　 　 　 　 　 　 　 　 　 　 　 　 　 　 　 　 　 　 　 　 　 　 45）

賦 詩 ， 故飲 時 日 詩 審 搏 ， 食 時 日 詩 悉 索 。 如 此 ， 則事理 切 合 ， 詞義明確矣 。

”

徐仁 甫先生 在 鐃歌 十八 曲字詞梳 理 上用力 甚勤 ， 也 是 當代 在這 方 面創獲 最 多的

一
位學 者 ， 但是 對他 的這 一 解 釋 我們 顯 然 不能 贊 同 。 首先 ， 從文字學的角度講 ，

“

審
”

固然可以 解釋 爲
‘C

悉
”

， 引 申爲
“

詳 肅
”

，

‘‘

搏
”

固然 可 以 解 釋 爲
“

索持
”

，

但
“

審 搏
”

二 字組 合在
一一
起究竟何所 指 ， 卻 很 難 説 。 査 先 秦 兩 漢所 有典籍 ， 均

未 見 有
‘‘

審 搏
” 一

詞 。 把這兩字解釋 爲
“

詩詞 盡摸 索而 得
”

， 沒 有文 字學和 文

獻 學 的旁證 可 以 證 明 。 反 之 ， 我 們 在 古代 典 籍中卻 發現 有
“

審博
” 一

詞 ， 其 義

甚明 ， 且 與 此 詩相 和 ， 因此 我們 認爲
“

審搏
”

可 能就是
“

審博
” 一 詞 的訛 寫 。

至於
“

悉索
” 一詞 ， 本 爲 占代 一 成 語 ， 其意 義也 不 是

“

摸索
”

， 而 是
“

盡 數捜

集
”

、

“

盡 其所有
”

之 意 。 《左 傳 ・襄 公 八 年》；
“

敝 邑敢寧處 ， 悉索敝賦 ， 以討

于蔡 。

”

《淮 南子 ・要 略》：
“

武 工 繼 文王 之業 ， 用 太 公之 謀 ， 悉 索 薄 賦 ， 躬 撮 甲

胄， 以伐 無 道討 不 義 。

”

均 爲此 義 。 可 見 ， 徐 仁 甫 把
“

悉 索
”

解 釋 成
“

摸 索
”

，

本是 望 文 生 義 ， 由 此 再 引 中 解 釋
‘C

審 搏
”

， 自然 更 不 得要領 。 其次 ， 徐仁甫引

《禮 記 ・郊 特牲 》中的話解釋
“

同陰氣
”

是 同吃飯 ， 也 不 對 。 按 《禮 記》 中此

處 読 的是 先 秦 的饗締 之 禮 ， 並特 指
“

春饗 孤 子 ， 秋 食 書 老
”

的 風 俗 ， 而 不是 説

飲 酒 就是 養陽氣 ， 吃飯 就是 養 陰 氣 ， 這 読明他 對先秦文獻理 解有誤 。 退
一

歩講 ，

即 便 我們 承 認吃 飯 就是 養陰 氣 ， 但是 同陰氣 就是 指 同養 陰 氣 亦即 指 同 吃 飯 鳴 ？

且 不 要説 解釋 古 文獻 不 能 這樣 隨 意加 字減 字 以 牽合 己 意 ， 即便 是 從解 詩 本 身 的

常 理 上講 ， 古 代 的樂歌 本 是 訴諸 演 唱 的藝術 ， 其文 字應 力 求通 俗明朗 ， 也 決不

會這樣 轉 彎抹 角 讓 人 摸不 到 頭 腦 。 所 以我 認 爲 ， 解 釋 《漢鼓 吹 鐃 歌 》十 八 曲 ，

要 首先考慮這 種 由記聲而 引 起 的 文字 訛誤 的不 可解讀性 ， 而不 能 輕易 地 用
一

般

的 音訓 之 法去 委曲求證 。 前 人所解 之所 以 多 不 可 從 ， 正 是 忽視 了 《漢鼓吹鐃 歌》

十 八 曲的 這一 特 徴 所 致 。

　　3
、 句式的多樣 化 所 造 成 的解 讀 困難 。 《漢鼓吹鐃歌》十八 曲之所 以難解 ，

男 一
個原因是 因 爲其句式的多樣 化 。 這 十 八 首詩 中幾乎沒有

一
首完整 的齊言詩 ，

句 式變 化 不定 ， 再加 上 樂工 以 聲記 詞 ， 不 免其 中有 些別 字 或借 字 ， 斷句 本 身就

成 爲
一

大 難題 ， 由此 進 一
歩造 成 了理 解的困難 ， 以 至於 岐 説 紛 出 。 舉例 來講 ，

如 《雉 子斑 》
一

詩 ， 斷 句就 非 常 困 難 。 如 中華書局 出版 的校點 本 《樂府 詩 集 》

在 標 點 郭 茂 倩引 《樂府 解題 》時 這 樣 斷句 ：
CC
古 詞 云

‘

雉子 高飛 止 ， 黄鵠高飛

以 干 里 ， 雄 來 飛 ， 從 雌 視 。

’ ”

可 是 在下 文 中卻 把 相 關 的 文 字 斷成
‘‘

知 得 雉 子

高 飛止
”

、

‘ ‘

雄 來 飛從 雌 ， 視 子趨 一 雉
”

， 自相 矛 盾 。 其 他 如 孔 徳 、 聞 一 多 、 陳

直、 徐仁甫 、 鄭文 、 逮 欽 立等 人 的 斷句 無 一 相 同 。 這 也 是 至 今 無法 解決 的難題 。

　　 由此 看 來 ， 《漢 鼓 吹 鐃 歌 》十 八 曲 文 字 之 難 解 ， 是 因 爲 占代 樂 工 在依 據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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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記 憶 方 面 出現 了 諸 多訛 誤 的縁 故 ， 由於 這 種 聲音記憶 的訛 誤 巳 經 永遠 無 法 更

改 ， 所 以 這十 八 首 的文字解讀中有多 處地 方 也 許將 成 爲永 不可解之 謎 了 ， 我 們

不 能再 強作解 人 。 但是 ， 正 因爲 這 十 八 首詩 是 由樂工 靠 記憶相傳 ， 文 字本 身並

不古奥 ， 所以 ， 除 了 幾首 由於 聲 音 的訛誤 而 實在難明之外 ， 其 他各篇 又 大 都 能

瞭解全 篇 大意 。 我 想 ， 這 可 能 也正 與 樂 工 的記 録 有關 。 從 情 理 推 測 ， 樂 工 在 記

録 文字時 雖然 注 意 聲 音 ， 但 是 要想把
一

首詩準 確 的記 住 ， 最好 的辧 法 還 是 要明

白詩 的基 本 大義 才 行 。 當他 們 把 這 些 詩紀録 下 來 的 時候 ， 自然 也 會得其大 義 。

至於 各 別 義理 不清楚之 處 ， 也 只 好以 聲 音相 傳 了 。 而這 也 正 是 我 們 今 天 可 以 對

其進行 研 究的基 礎 。 由 此 看 來 ， 解 讀 《漢鼓吹 鐃 歌》十八 曲 ， 在得 其大 意 的 基

礎 ヒ， 慎 重 地運 用 常 規 的訓 詁 之 法 ， 應 該是 我 們 吸 取 的教訓 。 我 們今天在充分

接 受 前人 成 果 的同 時 ， 也 要注 意改 正 前 人 的失 誤 才 是 。

　　通 過 上 文 的分 析 和 梳 理 ， 我們 對 《漢鼓吹鐃 歌 》十八 曲 的 　容 ， 略作 如 下

概 括 ：1、 《朱鷺 》， 諷刺 諌 者 ；2、 《思 悲 翁 》， 歎 家庭之 不 幸 ；3、 《艾 如張》， 怨

法 網 之嚴 密 ；4、 《上 之 回》， 頌武帝 之 行 幸 回 中 ；5、《擁 離 》， 不 可解 ；6、 《戰

城南 》， 哀 悼 戰 死 者 ；7 、 《巫 山高》， 思 念故 郷 ；8、 《上 陵》， 美宣帝之 祥瑞 ；

9、 《將 進 酒 》， 寫 飲 酒放 歌 ；10、 《君 馬 黄》， 傷 朋 友 中道 棄捐 ；11、 《芳樹》，

不可 解 ；12、 《有 所 思 》， 女子 對 負 心 漢 的傷 心 決 絶 之 辭 ；13、 《雉 子 斑 》， 刺

世風 ， 寄感 慨 ；14、 《聖 人 出》， 美 宣帝 之 詞 ；15、 《上 邪 》， 女子 相 愛之 誓 言 ；

16
、 《臨高 臺 》， 遊 宴祝 頌 之 詞 ； 17、 《遠 如 期 》， 賀 單於 來 歸 ；18、 《石 留 》，

不 可 讀 。

　　若 對 以 上 十 八 首 詩 　容 進 行 分 類 ， 則 知 其 中 有5首詩 爲 頌 美 帝 王 之作 ， 其

餘或寫 飲 酒 賦詩 ， 或寫 男 女戀情 ， 或歎 家 庭 之 不幸 ， 或 傷 世 風 而寄 概 ， 或傷 朋

友 之 中道 棄捐 ， 或攘 念 家郷 ， 或 哀悼 戰 死 者 ， 頗 爲 雜亂 。 這 説明 ， 在 西 漢 時期 ，

這 些鼓 吹 樂 並 沒有固 定 的應 用 場 合規 定 ， 它 只是 社會各階層運 用 鼓 吹 這種 形 式

而作 的
一一些 詩歌而 已 。 到 了 東 漢 時期 ， 方規定 其應 用於 上 陵 食舉 ， 宮中娯 樂 ，

宴樂群 臣 ， 以 及 賞 賜 外賓 、 軍 中道 路 、 冊 立 、 喪 葬儀 式 等 。 但既 便如 此 ， 其用

於軍中道 路 、 冊 立 喪 葬儀 式等是 否 就 是採 用 現 存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的歌 辭 ， 也 讓

人頗 感懷疑 。 據此 ， 本 人 在此 處 可 進
一
歩充實上 一 節 的推 測 ： 這 十 八 曲鼓吹鐃

歌 ， 在 西 漢 時 本 屬 於 一 組 具有 特 殊 風 格的鼓 吹 歌 曲 ，
並 沒 有應用 和 創作 場合 的

限剃 ， 到 東漢 時 則 主 要應 用於宮 中娯 樂等 四個 方面 。 至 於 用 於 朝 會 道路 以 及 用

於 軍樂 ， 可 能 只 用 其曲 而 不 用 其 辭 。 按 《宋書 ・樂志 》所 記 ， 到 魏 晉以 後 用於

軍 樂 ， 並 不是 完 全 照 搬 ， 而是 從
一

開 始 就經 過 了改 編 ， 這 與原 來的漢鼓吹 鐃 歌

已 經 有 了 質 的變 化 。 相 比 較而言，
六 朝 時 文 人 們 的

一
些 擬 作 ， 反 而 繼承 ゴ 《漢

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 的傳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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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漢鼓吹鐃歌》十八 曲的藝術特點及 文 學 史 意義

　　 《漢 鼓吹鐃 歌 》十八 曲雖 然只 是統 名於
“

鼓吹
”

之下 的 一 組 西漢 詩歌 ， 它

的産 生 ， 卻是 中國 詩歌 史 上 的 一一
件 大 事 。 如果 説 ， 中國 的詩歌 ， 在 先秦 屬 於 本

土 藝術的話 ， 那麼 ， 自 《漢鼓吹鐃歌 》十 八 曲 的産 生 ， 中國 的 詩歌創 作 ， 第 一

次 融合吸 收 了異族 文化 的東西 。 這 對 漢 人 的藝 術創 作有廣泛 的影 響 。 從 《漢鼓

吹鐃 歌 》十八 曲 的内容 來 看 ， 在西漢時代 ， 不 但 帝 王 的巡 幸宴飲 、 軍 中道路應

用鼓吹 ， 就 是 普通 百姓的 言志抒 情 ， 也 可以 用 鼓 吹 來演 唱 。 從 此 以 後 ， 在 西漢

逐 漸 流 變 出一 種 以 胡 樂爲特色 的 詩樂 藝 術 。 它 以 其特 有 的 藝術 魅 力 ， 在漢樂府

中估有 了
一

席重 要 之地 。

　　要認 識 《漢 鼓 吹鐃 歌 》十八 曲的藝術 特 點 以 及 其在中國詩歌 史上 的 意義 ，

我們 首 先就 要考慮 它 的音樂形式 。 漢樂府歌 詩 本是 配樂而行的一 種 藝術 ， 研 究

漢樂府詩歌 離不 開音樂 。 由於 受 物 質 技術 方 面 的限 制 ， 漢 代 的 音樂不 可能 保 存

到 今 天 ， 我 們 在 今 天 也 不 可 能 重 新聆 聽 到漢 人 的 音樂歌 舞 表演 。 但 是 音樂 對漢

代 詩歌 的 影響 ， 卻是
一

個 不可 否 認 的事 實 。 而且
， 這種 影 響 並 沒有 隨 著 音樂 的

消失而 消 失 ， 它仍 然 沈積在 詩歌 的語 言 中 ， 留在 歴 史 的記録 裏 。

　　我 們 知道 ， 在 中國 的文 化 傳 統 中 ， 從 先 秦 時 代起 ， 人 們就習 慣於 把 音 樂分

爲雅 樂 和 俗樂兩類 ， 漢 代 也是 如此 。 從 這
一一

角度 看 ， 《漢 鼓 吹 鐃 歌 》 十 八 曲在

西漢 時期 無疑屬 於 俗 樂 的範 疇 。 而 漢代 的俗 樂 ，
又 可以 分 爲鼓吹樂和 相和 樂兩

大類 。 相 和 樂源於 中 國的傳統音樂 。 樂 器以 絲竹爲主 。 《宋書 ・樂 志 》云 ：
“

相

和 ， 漢舊歌也 。 絲 竹 更 相和 ， 執節者 歌 。

”

《舊 唐 書 ・音樂 志 》亦 云 ：
“

平調 、

瑟 調 ， 皆 周 房 中曲 之 遺 聲 ， 漢 世 謂 之 三 調 。

”

郭茂 倩 《樂府詩集》 日 ：
“

又 有

楚 調 、 側 調 。 漢 房 中樂也 。 高 帝 樂楚 聲 ， 故 房 中樂 皆楚 聲 也 。 側 調 者 ， 生 於 楚

調 ， 與 前 三 調 總 謂 之相 和 調 。

”

使 用 的 樂器 有 笙 、 笛 、 節歌 、 琴 、 瑟 、 琵琶 、

箏 、 築 等 。 而 鼓 吹樂 則 不然 。 分 開來講 ， 雖 然 鼓樂 和 吹樂在 先秦 早 已 存 在 ， 最
　 　 　 　 　 　 　 　 　 　 　 　 　 　 　 　 　 　 　 　 　 　 　 　 　 　 　 　 　 　 　 　 46｝
早的吹 笛 可追 溯到 河 姆 渡 人及 質 湖 人 的 骨 笛 ， 最早 的鼓在 商代 以 前 就已 出現 。

合 而 言 之 ， 鼓 樂和 吹樂 的合 奏 可 上 溯到 商周 時 期 ， 如 《詩 纏 ・商頌 ・那 》描 寫

祭 祖 的 場 面就 有
“

叢鼓 淵淵 ， 穩噫管聲
”

的 記 載 ， 《周 頌 ・有 瞽》中寫祭祀 時

也有
“

設業 設虞 ， 崇 牙樹羽 ， 應 田 縣 鼓 ， 叢鼓 祝 圉 ， 既 備 乃 奏 ， 簫管 備 舉
”

的

描 繪 。 《楚 辭 ・九歌 ・東 皇太
一

》
“

揚枹 兮 拊鼓 ， 疏緩 節 兮 安歌 ， 陳竿瑟兮 浩 侶
”

，

《東君 》
“

琴瑟 兮 交 鼓 ， 簫鍾 兮 瑤虞 ， 鳴磽 兮 吹竿
”

等 描 寫 説 明 ， 戰 國時楚國

的鼓樂與 吹樂 也 相 當 發 達 。 可 見 ， 鼓吹 之 樂 在 先 秦 已 經發展 到 一 定 的程度 。 但

是 在 先秦 並 沒有
“

鼓 吹 樂
”

的 名稱 ， 可見 那 時還 沒有 形成 一 種獨 特 的 音樂類 別 ，

只 不過 是 鼓樂與吹 樂 同 時演 奏 而 已 。 到 了 漢代 以 後 ， 由於 受北 狄和 西域音樂的

影響 ， 才 真 正 形 成 了
“

鼓 吹 樂
”

。 它 是 在 先秦鼓 樂 、 吹樂以 及 軍 中凱 樂的基 礎

上 ， 融彙 北 方 少數民 族的横吹 、 鼓 吹 而形成的音樂 。 《樂 府 詩集》卷 十 六 引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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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定 軍 禮》云 ：
“

鼓吹未知 其始也 ， 漢班 壹雄 朔 野 而 有之 矣。 鳴笳以和簫聲 ，

非八 音也 。

” “

八 音
”

是 對 中 國 古 代 金 、 石 、 絲 、 竹 、 匏 、 土 、 革 、 木 八 類 樂

器 的總稱 。 此處 言 非
“

八 音
”

， 正 是指異族音樂而 言。 據班 固 《漢書 ・敘 傳》：

“

始皇 之 末 ， 班 壹 避 地 樓煩 ， 致 馬 牛羊數千群 。 値漢 初定 ， 與 民 無禁 ， 當 孝恵 、

高後 時 ， 以 財雄 邊 ， 出入 弋 獵 ， 旌 旗 鼓 吹 。

”

按 樓煩 屬 中國 北 方 遊牧 民 族 ， 精

騎善射 。 馬 上 鼓 吹 ， 以 簫 笳 爲 主 ， 正 是 其民 族音樂 特 色 。 《樂府詩集》卷二 十
一

又 云 ：
“

横 吹 曲 ， 其 始 亦 謂 之 鼓 吹 ， 馬 上 奏 之 ， 蓋 軍 中之 樂 也 。 北 狄 諸 國 ，

皆 馬⊥ 作 樂 ， 故 白漢以 來 ， 北 狄 樂總 歸 鼓 吹 署 。
… …横 吹有 雙 角 ， 即 胡樂也 。

漢博 望 侯 張 騫入 西 域 ， 傳 其 法於 西 京 ， 唯 得 《摩 訶 兜勒 》 一 曲 。 李延 年 因胡 曲

更造 新 聲 二 十 八 節 ， 乘 輿 以 爲 武樂 ♂
’

以 此 ， 知 異 族 音 樂輸 入 之 後 ， 朝 廷 甚 至

有專 門 負責掌管的
“

鼓吹 署
”

。 這種 新樂的樂器 以 中原 之鐃 、 鼓與北 狄 西 域 諸

國 的鳴 笳 、 簫與 胡 角 爲 主 。 因 而 ， 它 與 先 秦 的 鼓 樂 與吹 樂不 同 ， 與以 絲竹 爲 主

的相和諸調 在風 格上 判然有別 。 對此 ， 晉 人陸機 的 《鼓 吹賦 》有生 動 的描 述 ：

　　原 鼓 吹 之 攸 始 ， 蓋 稟命 於 黄軒 。 播 威 靈 於 茲樂 ， 亮 聖 器 而成 文 。 騁 逸

氣而憤 壯 ， 繞 煩 手 乎 曲折 。 舒 飄 搖 以 遐洞 ， 卷徘 徊 其 如 結 。 宮 備 衆聲 ， 體

僚 君 器 。 飾 聲 成 文 ， 雕 音作 蔚 。 響 以形 分 ， 曲 以 和 綴 。 放嘉 樂於 會 通 ， 宣

萬變於觸類 。 適 清響以定 奏 ， 期要 妙於 豐殺 。 遡坿 搏之 所 管 ， 務 戛歴 之 爲

最 。 及 其 悲 唱 流 音 ， 怏 惶 依 違 ， 含 歡爵 弄 ， 乍 數乍 稀 。 音躑 躅 於 唇 吻 ， 若

將 舒 而 復 回 。 鼓碎 岼 以 輕投 ， 簫 嗜 嗜 而 微 吟 。 詠 《悲 翁 》之 流 思 ， 怨 《高

臺 》之 難臨 。 顧穹穀以 含哀 ， 仰歸雲而落音 。 節應氣以 舒卷 ， 響隨風 而浮

沈 。 馬 頓 迹 而 増 鳴 ， 士瀕 蹙而 沾 襟 。 若乃 巡 郊 澤 ， 戲 野 婀 ， 奏 《君 馬》，

詠 《城 南 》， 慘 《巫 山》之 遐 險 ， 歡 《若樹》 之可 榮 。

… …
（《全 晉文 》

卷 九十
一
ヒ引 《初 學 記》、 《藝文 類 聚 》。 ）

　　陸機 生於 西 晉 ， 距 漢世 不 遠 。 他 把 鼓吹樂 這樣 生動 地 描寫出來 ， 可 見 其確

有與相 和 諸 曲 不 同的藝術 特 色 。 所 謂
“

悲 唱 流 音 ， 怏 惶 依 違
”

、

“

鼓 砕 砕 以 輕

投 ， 簫噌 噌而 微 吟
”

， 正 是 它在 風 格 上 和 音樂演 奏上 的兩 大 特點 。 從 現 存的 《漢

鼓 吹 鐃歌 》十 八 曲 中我 們 看 到 ， 象 《戰城 南 》、 《有所 思 》、 《巫 山高》、 《上邪 》、

《思 悲 翁 》等 詩作 ， 感 情 表現 或 激 憤 悲壯 ， 或 熱 烈奔 放 ， 而絶 少矯揉 造 作 與委

婉 含蓄之風 ， 和相 和 諸曲如 《江 南》等截然不 同 ， 若再 配以 簫鼓之 聲 ， 確實能
　 　 　 　 　 　 　 　 　 　 　 　 　 　 　 　 　 　 　 　 　 　 　 　 　 　 　 　 　 　 　 　 4T ）

體 現 出鼓 吹 樂 的這 種 風 格 。 蕭滌非 先生 謂
“

《鐃 歌 》聲情 ， 實開後世豪tw　一 派
”

，

不 失 爲對 其 藝術 風 格 的 公 允 評價 。

　　在 對 《漢鼓 吹鐃 歌 》的藝 術 成 就進 行 研 究 時 ， 男
一

個 値 得 我們 注 意 的是 這

些 詩歌在語 言形 式 上 的特點 。 衆所 周 知 ， 先 秦 時代 中國詩 歌 的傳 統 形 式是 詩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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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 而 漢代以後則是五 、 七 言繁榮的時代 。 《漢鼓吹鐃歌》十八 曲産生 於西漢

中後期 ， 這 個 時代 也 正 好是 中國 五 、 七 言詩 的 形成 期 。 《漢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 ，

不 能不對 它 産生 影 響 。 從 現有 材 料 看 ， 西漢初中期的帝王 文 人之作 ， 以 及流傳

於 中下 階層 的詩 歌 謠 諺 之類 ， 多 以 詩騷 體 爲 主 。 《安世 房 中歌 》及 《郊 祀 歌 》

也 是在 詩騒體 的基礎 上 略有變化 ， 且 語言多追求整齊。 唯有 《漢鼓吹鐃歌》十

八 曲 ， 完全 塀棄了 詩騷 體 式 而採 取 雜 言 的形 式 ， 這 是
一

個 十分 引人 注 目 的變化 。

對此 ， 蕭滌非 先生 雲 ：
“

吾 國詩 歌 之有 雜言 ， 當斷自漢 《鐃歌》開始 。 以 十八

曲無 一 非 長短句 ， 其格調 實 爲 前 此 詩 歌 之所 未 有 。 《詩 經 》中雖 間有此 體 ， 然

以 較 《鐃 歌 》之 變化 無 常 ， 不 可 方 物 ， 乃 如 小 巫 之 見大 巫 焉 。 此 當 由於 《鐃 歌》

爲 北 狄 西域 之新 聲 ， 故 與 當時楚聲之 《安世 》、 《郊 祀 》二 歌 全 然 異 其面 目 。

　 　 　 　 　 　 　 　 　 　 　 　 　 　 　 　 4s）

而音樂對於詩歌 之 影 響 ， 亦 即 此 可 見 。

”

此 話 指 出 了 《鐃 歌 》 爲我 國 漢 代 以 後

雑 言體 之 開 始的 重 要事 實 ， 是 我們 評 價 其 文學 史意 義的 重 要方面 。

　　 《漢鼓吹鐃歌》十 八 曲在語言方面的成就 同樣　得我 們 重視 。 作爲
一

種新

起 的俗 樂 ， 它 的語 言 也 是 以 質 直 通 俗 爲 主 的 。 人 f門常説 《漢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

語 言 難 解 ， 但 是 它 的難 解 並 不是 如 《詩經》和 《尚書》般古奧 ， 也 不是 如 《郊

祀 歌 》十九章那 樣所 謂
“

多爾 雅 之 文
”

， 而 是 因 爲 聲辭 上 的脱 誤 與 訛 奪 。 凡 是

能解 讀 處 ， 其 語 言無
一

不 通 俗 。 像 《戰城南 》、 《有所 思 》、 《上 邪 》、 《巫 山高》

那樣 産生 於 世俗社會 的詩篇固 不必 説 ， 就是那 些 歌頌 帝 王 行 幸娯 樂祥 瑞 之 作 ，

如 《上 之 回 》、 《上 陵 》、 《遠 如 期 》、《聖 人 出 》等 ， 其語 言 也 是 相 當 通 俗 的 。

在 此 我們 可 以 比 較 《郊 祀 歌》十 九 章和 《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 中同 樣寫歌 頌 漢武

帝 的兩 首 詩 ：

　　朝隴首 ， 覽西 垠 。 雷 電 寮 ， 獲 自麟 。 爰五 止 ， 顯黄徳 ， 圖匈 虐 ， 熏鬻

極 。 辟 流 離 ， 抑 不 祥 ， 賓 百僚 ， 山河饗 。 掩 回轅 ， 髴 長馳 ， 騰 雨師 ， 灑路

陂 。 流星 隕 ， 感 惟風 ， 籥 歸雲 ， 撫懷 心 。 （《郊 祀 歌 ・朝 隴首 》）

　　上之 回所 中 ， 益 夏將 至 ， 行 將 北 。 以 承 甘泉 宮 ， 寒 暑 徳 。 遊 石 關 ， 望

諸 國 。 月支 臣 ， 匈 奴 服 。 令從 百官疾驅 馳 ， 千 秋 萬 歳 樂 無 極 。 （《鼓 吹 鐃

歌 ・上 之 回》）

　　同樣 寫 漢 武 帝 行 幸巡 遊 之 事 ， 同樣寫漢帝 國的赫赫聲威 ， 《朝 隴 首》的 語

言整 飭而 文 雅 ， 《上 之 回 》卻 以 俗 語 出之 。 兩相 比 較 ， 《鼓 吹 鐃 歌 》十 八 曲 語

言通 俗 的特 點 可 見是 多麼 明顯 。 它 幾 乎不用 什 麼 書 面語 ， 而全 是 凵 語 和 白話 入

詩 。 它 的 這一 特徴 ， 與 漢代世俗樂府 、 尤其是 與東漢世俗 樂府的語 言 風格顯 然

是
一

致 的 。 《漢 鼓 吹 鐃 歌 》十 八 曲産 生於 西 漢中後期 ， 它 的這
一

語 言 特徴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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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對 東 漢世 俗 樂 府 有 重 要 影響 。

　　 《漢 鼓 吹鐃 歌 》十 八 曲在 章法體 式上 也 有 自己 的特點 。 作 爲 新起於漢代 的

通俗 樂 歌 ，
它 不再 採 用 《詩經 》體那 樣 重 章疊 唱 的形 式 ， 也 不 似 《楚辭 ・九歌 》

那樣 有 濃 重 的原 始 宗教祭祀 樂歌的性質 ， 它一
方面把抒情的題材指向社會各 階

層 的世俗 生 活 ，

一
方面 追 求 自由的 藝 術 形 式 。 毎 詩

一
章 ， 毎 詩

一 法 ， 決 不 重 復 ，

也 決不相襲 ， 我 們從各詩篇 中找不到共同的章法規律 。 《戰城南 》敍 事抒 情 之

類似 於 《婦 病 行 》、 《東門行 》；《雉 子 斑》借 物 言情 之 類 似 於 《鳥生 八 九子 》、

《豫 章行 》；《有所思 》寫女子 對負心 漢絶情之 類似於 《白頭 吟 》；《巫 山 高》

寫 思 郷 之 類 似 於 《悲 歌 》， 這
一 切 都 説 明 ， 《漢 鼓 吹鐃 歌》十八 曲無論在語言

章 法還 是 在 寫作 題 材 和 體 式 上 都 直 接開啓 了東 漢世 俗 樂府 詩 的 先河 。 至於 抒 寫

世俗 生活 的
“

感 於 哀樂 ， 縁事而發
”

的漢樂府精神 ， 在 《鼓吹鐃 歌》十八 曲 中

的表現 ， 我 們在 上 述 詩 篇 中更 能 有切 實 的體 會 。

　　由此 可 見 ， 《漢鼓吹鐃歌 》 十 八 曲在 中 國 文 學 史上 的意 義 ， 不 僅僅在於 由

此 而 産生 了 中國詩 歌 中的 雜 言 一 體 ， 更重 要 的是對 中國傳統詩歌形 式 以 及 其 詩

歌 精 神 的衝 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如 果 説 ， 詩 歌本 身 的語 言節 奏 韻 律特 徴和 時 代 對

藝術 提 出新的要 求 ， 決定 了 中國詩 歌 形 式從 漢 代以 後 必 然 走上 以五 、 七 言和 雑

言爲 主 的 發展 道 路 的話 ， 那 麼 ， 異 族 音樂的輸 入 和 由此 而産 生 的 《鼓 吹鐃 歌》

十八 曲 ， 則 無 異 於 中國五 、 七 言和 雜 言詩 歌體 式誕 生 的催 化 劑 ， 也是 開創 漢 樂

府精神 的先導 。 因 爲 《漢 鼓 吹 鐃歌 》十 八 曲是 在 異族 音樂影 響 下産 生 的新 的 詩

歌藝術 ， 本 身就 不 受傳 統 詩 歌體 式 的束 縛 ， 在 探 索新的詩歌語言藝術 形 式 方 面

有更大的開放性和創造性 。 這是 適台 兩漢 詩人新的審美觀賞需要的 求新精 神 的 。

衆所 周 知 。 早在 春秋 戰 國之 際 ， 新興地 主階級 已 經不 滿 足於 對傳 統 雅 樂 的欣賞 ，

甚 至 象 後 世儒 家所 肯定 的
“

好 古
”

君 主魏 文侯 （《漢 書 ・禮 樂 志 》：
“

至 於 六 國 ，

魏文侯最爲 好古
”

〉， 也 已 經是
‘‘

吾 端 冕 而 聽 古 樂則 唯 恐 臥 ， 聽鄭衛 之 音則 不

知倦
”

了 （《禮記 ・樂 記 ・魏 文 侯 》）。 所 以 ， 到 了 漢代 ， 這些 異 族詩 歌 形式能

被 當 時 人所接 受 ， 也 恰恰 因 爲 它 與 兩 漢詩 人抒 發　在 情 感 而 要 求 採取 新 形 式 的

願 望存在著　在 契台 ， 同人們 新 的 審美觀賞需要 存在著　在 契合 。 也正 因 如此 ，

身爲 故倡 的 李 延 年 ，

“

毎 爲 新聲變 曲
”

， 才 會 使
‘‘

聞 者 莫 不感 動
”

（《漢書 ・外

戚 傳》）。 甚 至 皇帝陛下 也 欣然爲之所樂 ， 讓他 因胡 樂 《摩 訶 兜 勒 》而 更 造
“

新

聲 二 十 八 解
”

， 來作 爲 自己 出行 時 的
“

武樂
”

（崔 豹 《古今注 》）。 今存的 《漢

鼓吹鐃 歌 》f一八 曲 的 内容 又 渉及 到 社 會 生活 的各 個 方 面 ：有 描 寫 戰爭 的 ， 如 《戰

城 南》， 有 寫帝 王 巡 幸 的 ， 如 《上 之 回 》， 有寫遠道之 人思 歸的 ， 如 《巫 山高 》，

有寫 家 中亂 離 的 ， 如 《思 悲 翁 》， 有 表 現 愛 情 的 ， 如 《有 所 思 》， 有 用 於 宴饗

享樂 的 ， 如 《上 陵》， 有歌頌異族歸附的 ， 如 《遠 如 期 》， 還 有 寫飲 酒 賦 詩 娯

樂 的 ， 如 《將 進 酒 》等 等 。 可見 ， 這 些 詩 篇産 生於 社會各個階層 ， 出於各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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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之 手 ， 它 們 又 都 統 一 於
“

鼓吹鐃歌
”

這 一 名稱 之 下 。 僅此 ， 就可知這
一

新的

在 異族 音樂 影響之 下産 生 的藝術 形 式 ， 在兩 漢社會 被 人們 廣 泛 接受的程度 。 它

不 但 以 其 多 變 的句 式形 成 雜言體 ， 同時 ， 它 的創作 本 身 也是 對 傳統詩騷體式和

詩騷 精 神 的 巨大衝撃 。 這對於 中國後 世詩歌的影響 作 用是 不 可低 估 的 。

　　至 此 ， 我 f門可 以 對以 上 研 究 做 一 簡 單 總 結 ： 它 読 明 ， 《漢 鼓 吹鐃 歌》十八

曲 原 本 不是 軍 樂 ， 而是在中國先秦鼓 樂 與吹 樂的基礎上
， 受 異族 音樂影響而産

生於西漢的一 組具 有 獨 特風 格的 詩 歌 藝術作 品 。 這 些 作 品 之 所 以 難 讃 ， 乃 是 由

於 樂 工 以 聲記 詞 而 出現諸多訛誤 的縁 故 。 它 以 其雜言的形 式和 世 俗化 的 内容崛

起 於 西 漢詩壇 ， 代 表 了 漢 樂府 詩 的發 展 方 向 。 同時 它的 産 生還 読 明 ， 中華 民族

以 其 特有 的開 闊胸懷 ， 很 早就 具備吸 收乃至 同化 異族文化的能力 和氣 度 ， 中國

的詩 歌藝術形式 ， 早在 西漢 就 已 經受到 異族 文化 的 衝撃 ， 並 在 文 學史 上 産 生 了

深 遠 而又 廣 泛 的 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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