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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乐论的风雅取向

　　《周礼·春官·大师》中记载大师的职责是“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

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师作为周代的重要乐官，负责向瞽蒙传授

六种诗歌表现方式或六种演诗技能，其中最早出现了风、雅的内容，而且它们以道德为根

本，以音律为外在形式。在《诗经》中，风与雅变成了文体概念，这与我们今天的认识已

经十分接近了。

　　“风雅”精神中对“辅德”“彰德”的体现 

　　在春秋时代，“观风”“观雅”开始具备了道德之外的政治意味。《左传·襄公二十

九年》有一段我们十分熟悉的材料，吴国公子季札奉命访问鲁国，知道鲁国保留的周代乐

舞较为完备，当他欣赏《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王风》《豳风》等作品时，

不免产生如下感叹：“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险而易

行”。听到《小雅》《大雅》的时候，则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直而不倨”“曲

而不屈”“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等等。季札观乐这一文化事件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九

年，其时孔子尚幼，所以可以知道这段对风、雅的评价，是早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

伤”观点的。同时，在这段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到文体意义上的风与雅，已经逐渐演化为

一种风格意义上的风、雅。而且在风格意义上，风、雅的内涵又是相互贯通的，其显性层

面追求刚与正，隐性层面则以“辅德”“彰德”为旨归，正因如此，整体意义上的“风

雅”概念开始初具规模。概而言之，广义的风雅，可以指一种人格修养，也可指称完善的

艺术风格。就人格修养而言，它泛指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君子人格是其基本

内涵，自强不息是其外在表现，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是风雅人格的应有之义。就艺术风格

而言，它倾向于指称刚健、雅正的总体艺术追求。风与雅从分到合的过程，亦是它们从技

能概念到文体概念，再到文化概念的拓展过程。

　　艺术层面的“风雅”精神在音乐思潮、音乐美学的演进过程中体现最为明显。之所以

这么说，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乐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态，从社会功能角度，它与礼的作

用是相同的，对人的行为具有规约性。与此同时，它又属于艺术领域，是表达情感、呈现

人性的手段。因此，乐在古代艺术中是社会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充分的存在形态，它既

是一种社会治理手段，也是一种感性形态的艺术形式。相较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艺术样

态，乐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普及程度是最高的，日常宴饮、祭祀祖先、诸侯会盟、军队出征

等场合都可以见到乐的影子。由于其与礼存在“相须以为用”的密切关系，所以可以说乐

是古代艺术中意识形态与审美相互结合的最典型范例。

　　在礼乐及风雅传统的统御之下，春秋以后的文艺观念体现出了某种趋同性，这集中表

现为对道德因素的肯定。《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了上古到周代音乐的制造过程，黄帝

时期伶伦取竹于嶰溪之谷，加工成竹筒，吹之而作律。颛顼帝令飞龙“效八风之音”而作

《承云》之歌，尧帝时亦“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大章》之曲等。《吕氏春秋》在讨论

音乐的起源时往往从自然之风的角度切入，这符合原始先民观物取象、以类相从的整体宇

宙观，但是随着等级社会的出现，音乐就被赋予了神秘性和道德性。同样是在《吕氏春秋

·古乐》中，在讨论帝喾、尧、舜之后的音乐时，大多都会从功能角度对古乐进行介绍。

《吕氏春秋》是秦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它的很多观点代表了秦代的某些共识性认知。但真

正理想化的音乐一定是八音配合、瞽叟齐奏、象天法地、褒扬功德等诸多因素和谐统一的

结果。事实上，《吕氏春秋》中所推崇的所谓古乐，就是“雅乐”的典范，价值观之

“正”与情感表达之“刚”构成了古代雅乐的基本内涵，其中自然蕴蓄着“风雅”的潜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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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乐记》不仅将“声”“音”“乐”进行了等级性划分，而且以“德音之谓

乐”的观点对（雅）乐的内涵进行了明确。即便在思想传统驳杂的秦代，这种基本的认知

仍然被普遍接受，《吕氏春秋》就是这种思想状态的投射。到了汉代，尽管出现了“以悲

为美”的审美潜流，但主流音乐观念仍没有脱离风雅的范畴，可以将《史记·乐书》看作

是时代主流音乐思想的反映，该文与《乐记》雷同的文字多达90%。选择本身意味着倾

向，从中不难推测出司马迁的基本音乐观念，在《乐书》的最后他以“太史公曰”的方式

进一步明确了音乐“养行义而防淫佚”的外在功能。以史为鉴是司马迁修史的基本原则，

在他看来雅乐是古代圣人的作品，其具有巨大的道德规约性，可以成为后世君子的基本道

德养成媒介。汉代是以天人之学为主要思想背景的时期，在其统御之下，纬书往往以神秘

的方式追求对人们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比肩六经进而帮助构建庞大的儒教神学体系是

其基本动机。虽然纬书的思想意义并未被普遍接受，但客观上纬书恰恰构成了汉代尤其是

东汉思想领域不可忽视的风景，谶纬的流行不仅将传统经学的伦理观和审美观推向了神秘

维度，而且也为魏晋以后文学想象、文学技法的自觉奠定了基础。就音乐思想而言，《乐

纬》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它一方面将阴阳五行观念引入到了音乐领域，另一方面则在此

基础上将风雅精神进行了新的诠释。《乐纬·动声仪》言“以雅治人，风成于颂”，此处

之“风”当为广义之风，可以解释为风骨、气度，所谓“风成于颂”是指通过对祖先的追

思、颂扬继承其精神力量，进而形成时代风习，或者说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源于对忠孝传

统的延续。同样，“雅”也并非文体意义上的概念，它也是一种艺术精神或思想道德，以

雅正精神对人实施教化，是提纯人性、规范人伦的重要手段。正是因为雅乐具备这种功

效，所以才有可能成为“防隆满、节喜盛”的工具。

　　坚持雅正思想 肯定郑卫之音 

　　魏晋的音乐思想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是对雅正思想的坚持，另一方面则表现

出对郑卫之音的肯定。就前者而言，可以看出先秦以来儒家艺术思想的持续影响，其典型

代表是阮籍的《乐论》。他将古代圣王时期的雅乐看成是理想化的音乐范本，推崇雅乐的

“平和”功能，认为平和之声是宣扬平和之德的手段，同时在他的思想中“至乐”是雅乐

的最高级形态，主张“至乐无欲”。这里的“无欲”实际上就是风雅精神的一种表现方

式。对阮籍而言，“风”是自然性与道德性的统一，它源于自然，是呈现“自然之道”的

媒介，同时它又超越了纯粹的自然现象，即“造始之教谓之风”。在他看来，风天然地就

具有教化功能和道德属性，而“俗”就是风在现实世界的具体展现，因此阮籍眼中的“风

俗”意义更为丰满。其对“风”及“至乐”的肯定，本质上就是儒家对雅化审美艺术追求

的肯定，风与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阮籍属于“竹林七贤”之一，且是魏晋玄学的代

表性人物，他尚持如此传统的音乐观念，魏晋艺术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儒家艺术观的强大生

命力可见一斑。

　　如果说阮籍乐论属于儒家正统乐论一脉的话，那么嵇康的音乐思想则属于对道家乐论

的承续。其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琴赋》和《声无哀乐论》两篇中。古琴地位的凸显与魏

晋时期郑卫之音的合法化密切相关，在先秦乐论中，金石之声的地位是高于丝竹之声的，

前者以钟、磬等典礼类乐器为主，后者以琴、笛等生活类、民间类乐器为主。由于丝竹乐

器在民间较为普及，因此往往会成为日常演奏的工具，甚至成了“郑卫之音”的主要载

体。《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段著名的关于“和”“同”关系的论述，其中以“若琴瑟

之专一，谁能听之”对“同”的特征进行比喻，认为缺少其他乐器配合的单纯琴或瑟的演

奏，其“促数繁声”缺乏美感，且有过度宣泄的嫌疑，因此将这种音声目为“淫”。正因

如此，琴、瑟、笛等乐器的地位在正统乐论中的地位一向不高。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

审美观从金石之美转向丝竹之美的开端，嵇康的上述两篇乐论文章，正有为丝竹乐器以及

郑卫之音正名的作用。整个《琴赋》并不重在诠释琴音的道德属性，而是重在描摹琴音的

自身美感，在他看来，“新声”“美声”就是“琴德”的本质规定。《声无哀乐论》亦表

现出与《琴赋》同样的倾向，然而，嵇康对“乐”的否定是带有双重性的，一方面，认为

音乐是社会风俗变化的体现，而并非是“移风易俗”的原因，所谓“风俗移易，本不在

此”。另一方面，亦承认音乐与礼的相互关系，认为音乐仍然具有礼仪性，乐是礼的外在

表现，所谓“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式……共为一体”。正因如此，嵇康的音乐思想就带有

了一定的不彻底性，将声音看成客观存在物的同时，也会肯定它的外在作用。概而言之，

他是在要求统治者坚守正道、人心向善的前提下，才承认雅与郑的同一性的，所以《声无

哀乐论》文末才以“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作结。

　　以阮籍、嵇康音乐思想为代表的魏晋乐论，是后世音乐美学发展方向的缩影，也奠定

了后世乐论的基本模式：一种是僵化地推崇雅乐，坚定地秉承以《乐记》为代表的经典体

系，这主要体现在主流音乐系统中；另一种则是带有一定的通变色彩，在承认音声独立美

感的同时，亦夹杂着道德、伦理性内涵，这主要体现在民间音乐对情感性和社会性的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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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说，魏晋以后尽管各时代音乐实践和音乐观念潮起潮落，但基本上不能脱离以刚

健、雅正为内涵的风雅体系，这构成了中国古代乐论的原型意识。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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