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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与音乐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进一步推进文学与音乐之间的交流，拓宽人们的视野，给文学界和音乐界双方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由首都师范

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主办，北京华百年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文学与音乐关系研究学术研

讨会”，于 2 0 0 3年 1 2月 1 1日至 1 2日在北京紫玉饭店隆重召开。这是继 2 0 0 2年“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后，第二

次以学术会议的形式将文学研究界和音乐界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此次研讨会包括文学界和音乐学界专家和学者共有 4 5人，提交论文 3 2篇。与会的研究生有 2 0多人，使这次的研讨会无

论从参加人数、提交论文的数量以及涉及的范围上都大大超过了上次会议。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万良教授亲临研讨会致欢

迎词，在肯定了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以往的工作成绩外，还对诗歌中心的发展给予了更大的希望，并祝研讨会圆满成功。会议

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文学的音乐本质问题的理论探讨。这是本次会议的理论重点。赵宋光教授的《从艺术的本质规律看诗与音乐二

者审美意识的共性和特异性》，对诗与乐两者审美意识创造性想象力的相反指向，以及两者在表演过程中互动互补的契合点

作了概括剖析，对诗歌艺术生产的整合作了指导性的阐释，这是对诗与音乐密切联系在本质上的更深层次的认识。赵敏俐教

授提交的论文《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是第一次对中国古代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问题所进行的

理论探讨。他指出：自娱式、寄食制和卖艺制是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的三种基本方式；而自娱式、特权式和平民式是中国

古代歌诗艺术消费的三种基本方式。这正这三种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独

特的中国文学现象。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赞同。李昌集教授的《“苏幕遮”的乐与辞——胡乐入华的个案研

究与唐代歌曲声、辞关系的探讨》，从“苏幕遮”的辞乐入手着重探讨了“胡乐入华”与词体之产生、唐代歌曲的音乐与歌

辞语文体式之关系等问题，从而总结出唐代胡乐对中华歌曲音乐的影响。刘明澜教授的《唐代诗歌的应用性及唐诗的繁荣》

从中国语音音乐性、汉语句读等问题对中国诗歌音乐本质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此外，吴光正博士后的《道情曲目鼻祖《韩仙

传》及其传播考论》，提出对小说史戏剧史要侧重清理，以还原其文学史的原生态、从而对史的描述进行重新建构的问题提

出了独到的见解。何涛博士的《雅俗的原始区分》一文，则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探讨了艺术加工在雅乐产生中的重大作用，从

一个层面深化了雅俗之间关系的研究。  

      

     2、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文体与音乐关系，从乐的角度深化了文学研究。陈文新教授的《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

系的三个层面》，以朱熹《诗集传序》作参考，从风、雅、颂及其流变探讨雅颂与政教相对应，国风与民俗对应的关系。李

炳海教授的《吟咏调与演唱曲：楚辞体的两个来源——论楚辞体生成及其和音乐的关系》一文，是对楚辞体来源的一种新探

讨，他指出：当楚辞继承吟诵体传统时，出现的是散文化的倾向，如《离骚》、《九章》；当楚辞借鉴演唱型诗体时，则显

示出诗体演变的新趋势，如《九歌》，这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新见解。刘怀荣教授的《西晋故事体、代言体歌诗与汉晋歌诗艺

术表演考论》一文，对魏晋时期代言体歌诗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指出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和代言体歌诗正是汉代音乐

伴唱、讲说、唱诵等表演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对后来的说唱文学和戏曲有深远的影响。路应昆教授的《律、乐关系与词

乐之衰》，认为用按律填词的方法来解决文、乐关系实际上是与音乐的本性相违背的，他认为词乐的衰亡与旧调填词的做法



有直接的关系。赵山林教授的《试论戏曲传播中的文学与音乐关系》，指出正确认识戏曲与文学关系要回到戏曲本身性质上

来，同时还强调了戏曲传播中的文本保存问题，这篇论文对文学界和音乐届都给予了有益的启示。刘崇德、徐文武的《燕乐

声乐化与词体的产生》，则是对隋唐燕乐声乐化过程的新描述，它试图揭示其“以句为拍”的节奏特征及其“曲子”的出现

过程，从而探讨词体形成与最终确立的过程，总结出了曲子作为一种歌舞声乐体式是隋唐燕乐由器乐乐舞声乐化的结果。岳

珍的《隋唐燕乐小曲考略》是对词体发生方式的研究，她认为小曲的研究长期被大家忽视是不对的，应该重视小曲的研究。

并指出小曲与大曲一样也是兼有歌、舞、声乐的多遍曲，词体发生的真实过程是隋唐燕乐的摘遍。郑祖襄教授在现场播放了

北曲《单刀会》和昆曲《宝剑记》，通过视听对比出二者的不同，并总结出词曲艺术的“一曲多用”的规律在音乐文学史上

的普遍性以及琵琶文曲独有的韵味。刘新文教授从元杂剧的来源特点探讨了元杂剧与音乐的关系，他认为元杂剧的“四折一

楔”集中演出一部戏的特点使剧情集中，从而导致了人物的集中，这也是受事物发展规律影响的。  

      

     3、从诗乐关系角度对中国文学史、音乐史问题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使研究更加

细致深入化。此次会议个案研究主要体现在王小盾教授的《关于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的几个问题》，刘再生教授的《诗经·

齐风·鸡鸣音乐形式探微》，范子烨教授的《啸：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种音乐意向——关于中国古代音乐与诗歌的一项研

究》，吴相洲教授的《永明体创立与佛经转读关系再探讨》，赵晓岚教授的《姜夔的音乐与文学创作》，许继起博士后的

《鼓吹十二安考释——追溯一种失落的舞台艺术》，以及任广世博士的《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 ]及 [渔灯儿 ]套源流遍》。这

些论文个案内容不仅有一部书，一部作品，一首诗歌，一个作家，一种问题甚至还包括一种音乐意向，每一个问题探讨都有

相当的深度，并都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难以解决或者很少讨论到的问题。从这些个案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出音乐与文学二

者的结合在文学研究中所具有无限发展的活力，它使传统的文学发生学的研究更加逼近它与音乐紧密结合的原生形态，也标

志着文学研究更加细致深刻，更加有助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内在本质的把握。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话题以外，还有有关文献勘误、文献解释和其他方面的论文。如姚小鸥教授的《关于〈巾舞歌

辞〉的角色辨识字问题》，张树国教授的《论上古乐奏形态与〈诗经〉乐歌之原始关联》，马银琴的《论“二南”音乐的社

会性质与〈诗经〉“二南”的时代》以及舒大清的《识曲听其音——音乐与吉凶预言、非乐论》和钱志富教授的《诗歌的音

乐意境简论》等等，这些论文都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此外，本次会议还有个特点，就是有经验丰富的著名歌唱家李元华女士和姜嘉锵先生直接参与了会议的讨论和会后的

艺术表演。他们结合各自的演唱经历，生动形象地阐述了音乐、文学、声腔表演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希望通过文化沙

龙、大学巡演等形式促进古典诗词曲唱的广泛开展与传播。 1 1日晚上的中国古典诗词曲唱联谊会，不仅使研讨会的形式更

加丰富多彩，而且让人们领略到了音乐与文学完美结合给欣赏者带来的感官欣赏和心理愉悦。  

      

     在两天紧张的会议中，时有音乐界人士的即兴表演，时有与会代表的质疑和辩论，使会议始终在既热烈又活泼而又不

失其严肃性的氛围中进行。最后，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对会议的总体情况、讨论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谈了

自己的收获与感受并提出了诗歌中心下一步的想法：希望以后这样的会议能继续办下去，给音乐界和文学界的学者们创造更

多的交流机会，并准备创造条件将提交会议的论文编成论文集出版。同时还向与会代表、主办协办单位和艺术家们表示了由

衷的感谢。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文学界与音乐界交流的机会却很少，中国文学与音乐研究学

术研讨会将这些渴望交流的学者们再一次召集在一起，不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而且为文学与音乐的研究更加深入化，达到

深层次的合作，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为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做出了贡献。与会代表们对此次会议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此次

会议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学术价值很高。此外，他们还建议会议议题更加广泛，增加现代诗歌和民间诗歌的讨论，音乐界和文

学界能真正合作起来，进一步促进文学与音乐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  



      

      

     附：“中国文学与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名单   

     赵宋光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赵伯陶 《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审   

     陈孝英 北京华百年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岳 珍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赵  辉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李昌集 扬洲大学文学院  

     刘新文 福建漳州师院中文系  

     徐文武 河北大学古籍所  

     刘怀荣  青岛大学文学院  

     张树国  青岛大学文学院  

     李连生 中山大学文学院  

     仁广世 中山大学文学院  

     刘再生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  

     杨成秀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  

     范子烨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刘明澜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赵晓岚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陈文新 武汉大学中文系  

     吴广正 武汉大学中文系  

     钱志富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郑祖襄 中央音乐学院  

     姚小鸥 北京广播学院  

     薄洁萍 光明日报   

     李炳海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马银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秦 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  

     李 玫 中国艺术研究院  

     王小盾 清华大学中文系  

     赵山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方 铭 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  

     徐建顺 中央民族大学   

     王小宁 人民政协报   

     路应昆 北京广播学院影视艺术学院  

     冷卫国 中华书局  

     李元华 中国歌剧舞剧院  

     姜嘉锵 中央民族乐团   

     尹 虹 华百年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杨 黎 华百年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朱 琳 国家一级演员   



     郑乾龙 中国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赵敏俐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吴相洲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孙晓娅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雍繁星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檀作文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尹文涓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许继起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何 涛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舒大清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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