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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乐经》不是文字典籍

　　《乐经》究竟是指曲谱还是文字典籍，古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齐洲教授力主《乐经》是文字典籍，

我则坚定地认为《乐经》是指上古三代的曲谱，因缺乏记谱技术而无法成书。近日又拜读王齐洲教授《〈乐经〉

是文字典籍而非曲谱辨》（《光明日报》2021年1月11日），启发益多。我曾有幸与王齐洲教授同事，历来钦佩

他的才学。近来我们围绕《乐经》各抒己见，相信这种学术争鸣于己于人于学，都有益无害。作为善意的回应，

我想继续说明为什么《乐经》不是文字典籍。

　　首先，从“乐经”概念的来源可知它不是文字典籍。“乐经”源出于《庄子·天运》等文献中的“六经”。

“六经”概念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诗》、《书》、礼、乐”。西周春秋人士认为，治国理政需要遵循前代

故事。《国语·周语上》载樊穆仲曰：“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所谓“遗训”“故实”，是指先王

留下的训诫和施政故事。“遗训”“故实”的内容甚广，其中最大的“遗训”“故实”就是“《诗》、《书》、

礼、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

《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赵衰认为郤縠可以担任晋国三军统帅，理由是郤縠爱

好《诗》、《书》、礼、乐这些“遗训”和“故实”。由此可知，大约在春秋中叶，“《诗》、《书》、礼、

乐”就已成为代表“遗训”“故实”的固定结构。其中《诗》《书》是文字典籍，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史记·儒

林列传》说：“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可见“礼”在赵衰时代仍以口传身授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文字典

籍。“乐”是指礼仪中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通过乐工教习演肄而世代相传。在没有记谱技术的历史条件下，

“乐”当然不可能载之简帛。所以，赵衰时代的“礼”“乐”均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战国中后期，部分儒道

学者在春秋“《诗》、《书》、礼、乐”的基础上，加上《周易》和《春秋》，由此形成“六经”概念。在《庄

子·天运》时代，“礼乐”是不是已经成书了呢？今本《仪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不清楚，但大体可以推断为孔

子所授、孔门后学所记录整理，因此在《庄子·天运》写作的战国中后期，《仪礼》成书的概率比较大，完成了由

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变。“乐”则因其缺乏记谱技术而始终未能成书。这样，“六经”就由两个

部分组成：一是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诗》《书》《礼》《易》《春秋》；二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乐”。

无法成书的“乐”，夹在五本已经成书的经典之中，遂使后人误认为“乐”也是文字典籍，误解由此而来。今人

在整理《郭店楚墓竹简·六德》《庄子·天地》《庄子·天下》《礼记·经解》《荀子·劝学》时，无一例外地给“六

经”中的“乐”也加上书名号。不过，即使后人给“乐经”加上书名号，也改变不了它无法成书的事实，更不能

认定它是一部文字典籍。

　　其次，《论语》载孔子论乐，都是指乐曲而不是文字典籍。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中“乐”字出现46次，

其中意为音乐的“乐”共22次。在孔子论乐语录中，《子罕》中一则语录最为有名：“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

雅颂各得其所。”“乐正”意谓校正“残阙失次”（朱熹语）的雅颂音乐。《汉书·礼乐志》说：“王官失业，雅

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毛奇龄《四书改错》云：“正乐，正乐章也，正雅颂之入乐部

者也。”杨伯峻《论语译注》将这则语录译为：“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才把音乐（的篇章）整理出来，使《雅》

 标题 

2021年01月25日 09:5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桐生

关键词：成书;孔子;典籍;战国;乐曲

打 印  推 荐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www.cssn.cn/qt/wzdh/
javascript:SetHome('http://www.cssn.cn/')
http://sscp.cssn.cn/tgxt/zgshkxtg/
http://weibo.com/u/2201275590
http://t.people.com.cn/19801521/profile
http://www.cssn.cn/
http://www.cass.cn/
http://casseng.cssn.cn/
http://english.cssn.cn/
http://french.cssn.cn/
https://epaper.csstoday.net/
http://pic.cssn.cn/
http://stv.cssn.cn/
http://mall.cssn.cn/
http://news.cssn.cn/
http://spec.cssn.cn/
http://orig.cssn.cn/
http://intl.cssn.cn/
http://scho.cssn.cn/
http://tt.cssn.cn/
http://joul.cssn.cn/
http://mil.cssn.cn/jsx/
http://lcl.cssn.cn/gd/gd_rwhn/
http://ex.cssn.cn/
http://db.cssn.cn/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glx_tsqbx/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void(0)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闫琪）

归《雅》，《颂》归《颂》，各有适当的安置。”杨先生这个翻译是准确的。孔子在此说得很清楚，他校正的是

雅颂音乐，而不是文字典籍。儒家后学认为孔子最大的业绩是“删述六经”——删《诗》、序《书》、述

《礼》、正《乐》、作《易传》、著《春秋》，如果《乐经》是文字典籍，为什么孔子无一字提及《乐经》文

字，而只说他整理《雅》《颂》乐曲呢？《论语》中孔子论乐的其他语录，也都是指乐曲。例如，《八佾》载：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同篇载孔子

论述帝舜乐曲《韶》尽善尽美，而周武王乐曲《武》则尽美而未能尽善。《泰伯》载孔子曰：“师挚之始，《关

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述而》载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卫灵公》载孔子论“乐则《韶》

舞”“放郑声”。孔子的这些论乐语录，无论是泛论音乐，还是具体评论某一首乐曲，都不出音乐曲谱的范围。

　　再次，战国儒家著作和其他战国文献中都找不到“《乐》曰”的字眼。战国儒家著述，喜欢引经据典。先看

战国前期儒家子思的著作。据《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语，《礼记》中的《坊记》《表记》《缁衣》等篇取自

《子思子》。《坊记》《表记》《缁衣》都是采用“子曰+经典言论”的结构形式，文章所征引的经典包括

《诗》《书》《易》《春秋》《论语》等文献。极有意味的是，《坊记》《表记》《缁衣》征引了五经的文字，

却始终没有出现“《乐》曰”的字眼。如果《乐经》是文字典籍，那么，为什么以征引经典为特色的《坊记》

《表记》《缁衣》竟无一语及之呢？或许有人会说，《坊记》三篇没有“《乐曰》”，这是因为《乐经》诞生于

子思之后。可是，战国中后期儒家大师孟子、荀子著作中仍然没有出现“《乐》曰”。《孟子》一书述《诗》

《书》，论《春秋》，但是从未提及《乐经》。荀子是被古今学者视为有功于诸经的人，他在书中多次论及

《诗》《书》《礼》《乐》《春秋》，荀子说过“《乐》之中和也”（《劝学》），也说过“《乐》言是其和

也”（《儒效》），这些都是围绕乐曲功能而讲的，从中看不出《乐》是文字典籍。荀子还专门写了一篇《乐

论》，如果真有《乐经》这部文字典籍，那么荀子无论如何也会在《乐论》一文中加以征引，可是《乐论》通篇

都是针对墨子“非乐”观点，大讲特讲音乐疏导性情、移风易俗、合同聚心的教化功能，仍然看不到“《乐》

曰”的字样。进一步来看，不仅战国儒家著作中没有“《乐曰》”字眼，而且在整个战国文献中也找不到

“《乐》曰”。战国文献论及音乐的文章不在少数，如果《乐经》真的是文字典籍，那么，上述现象就是不可思

议的事情。

　　最后，《礼记·乐记》所论之乐是指乐曲。“记”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解经文体。《乐记》之“记”，应该

是相对于《乐经》而言的。“记”的文体特征是杂录，与“故”“训”“传”等解经文体有所不同。作为解释

《乐经》的传记，《乐记》虽然不能像《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那样逐字逐句解经，但最终要归结到《乐

经》。令人奇怪的是，《乐记》讲音乐的起源与本质，讲音乐与封建政治的关系，讲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讲礼

与乐的相辅相成，讲音乐的审美特征，就是始终不提《乐经》，文中也没有出现“《乐曰》”字眼。《乐记》倒

是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了《大章》《咸池》《韶》《夏》《武》《颂》《大雅》《小雅》《风》《商》《齐》等上

古三代乐曲，分析“古乐”“郑音”“卫音”“宋音”“齐音”等音乐不同的特色与社会功能。这告诉我们，

《乐记》作者心目中的《乐经》，是那些由乐师演奏的乐曲，而不是文字典籍。

　　《乐经》是文字经典的唯一证据，就是“乐”与其他五经并称“六经”，既然其他五经是文字经典，那么

“乐”也应该是文字典籍。其实，“乐”厕身“六经”之中，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并不能说明它已经成

书。先秦的“乐”，始终都是以乐师演奏乐曲的形式存在，根本不存在文字典籍《乐经》。以为《乐经》是文字

典籍，这对《乐经》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作者：陈桐生，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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