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吴大顺

　　摘　要：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

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 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

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
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 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

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 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

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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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乐府学发展历史及现代学术语境看，乐
府学是有关乐府的学问、学说和学术，礼乐关系、诗
乐关系和诗体意义是乐府学的三大基本理论问题。
其中，礼乐关系问题是对乐府文化功能的研究，诗乐

关系问题是有关乐府诗生存方式和文化生态的研

究，诗体意义则是有关乐府的诗体学研究。 这三大

基本理论问题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乐府学

的研究。 乐府学在每个历史时期发展各有侧重，但
其主要问题始终围绕诗乐关系这一基本理论范畴展

开，这是乐府学作为音乐文学的根本所在。 在内容

上，乐府学涵盖乐府音乐学和乐府诗学两个方面，乐
府音乐学是对乐府之“乐”的研究，从属于音乐学，
但又不等同于音乐学；乐府诗学则是对乐府之“诗”
的研究，涉及乐府诗谱系、体类、拟题方式、题材内容

和诗歌体式等内容，从属于诗学范畴，但又不等同于

一般诗学，它是有关乐府诗这一特殊诗歌类别的

探讨。
总体而言，汉代乐府学大致包括记录乐府活动、

载录乐府歌诗、阐述乐府功能和讨论礼乐关系等方

面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学，在记录乐府活

动、载录乐府歌辞、论述乐府音乐功能等内容之外，
出现了乐府学专题论著，奠定了乐府学研究的三种

基本形态，大大提升了乐府学的理论品质。 具体而

言，乐志类著作如《宋书·乐志》等，以叙述某一朝

代乐府的音乐起源及发展历史、著录乐府歌辞为主，
内容全面。 乐录、歌录类著作，如《荀氏录》《古今乐

录》《歌录》《乐府歌诗》等，则以著录乐府歌辞为主，
兼有乐曲源流的考释。 乐录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为

主，郭茂倩《乐府诗集》称之为“乐奏辞”；《歌录》
《乐府歌诗》则以收录文辞为主，多乐府古辞、文人

拟辞等，郭茂倩《乐府诗集》称之为“本辞”。 乐府专

题性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乐府》等。 唐代的乐

府学成果也大致不出此范围。
大约成书于南北宋之际的《乐府诗集》①，堪称

宋代乐府学的集大成之作。 宋及以后，历代对《乐
府诗集》的集大成特点和学术价值均有很高评价。
如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郭茂倩《乐府诗

集 》“凡古今号称乐府者皆在焉” ［１］ 。明代毛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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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诗集》跋曰：“太原郭茂倩集乐府诗一百卷，采陶

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

楚辞，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 ［２］四库馆臣们高度肯

定《乐府诗集》在乐府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四库全

书总目》曰：“是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

代，凡郊庙歌词十二卷、燕射歌词三卷、鼓吹曲词五

卷、横吹曲词五卷、相和歌词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
舞曲歌词五卷、琴曲歌词四卷、杂歌谣词七卷、新乐

府词十一卷。 其题解征引浩博，援据精审。 宋以来

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 每题古词居前，拟作居后，
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彤似

之失。 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

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 其声词合

写不可训诂者，亦皆题下注明，尤可以药摹拟聱牙之

弊。 诚乐府中第一善本。” ［３］本文拟从诗歌选录、文
献征引、编排体系等方面探讨《乐府诗集》对乐府学

谱系建构的意义。

一、广收博取乐府歌辞与
歌辞载录的新谱系

　 　 中国传统的谱系本指对宗族世系的记录，后来

逐渐引申为对同类事物发展系统的历时性记述。 如

《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世以来帝王年谱及州郡族

谱等 ４１ 部，称为“谱系篇” ［４］９９０。 《旧唐书·经籍

志》曰：“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十二曰谱系，以纪

世族继序。” ［５］谱系学主要聚焦三方面内容：一是注

重考察对象演化的历史和渊源关系；二是注重寻找

对象新元素发生及其变异而形成的新的组成部分；
三是注重研究对象门类种属的区分及其结构关

系［６］ 。 《乐府诗集》在乐府学谱系建构方面的第一

大贡献是对乐府歌辞的载录。 歌辞载录是汉代以来

历代乐府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历代载录乐府歌辞的

著述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是史书乐志。 从《史记·乐书》《汉书·礼乐

志》《宋书·乐志》 《南齐书·乐志》，到隋唐五代的

《隋书·音乐志》《晋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
等，均载录了一些乐府歌辞，其中《宋书·乐志》载

录历代乐府 ３００ 余首，《旧唐书·音乐志》载录唐代

雅乐歌辞 ２４０ 余首。
二是歌录、乐录。 从荀勖《荀氏录》、无名氏《歌

录》②、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

乐技录》到智匠《古今乐录》等乐府学专著，都是集

著录乐府歌辞与乐曲解题于一体的乐府学著述。

三是乐府歌辞结集。 《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载：
　 　 《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晋歌

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陈郊庙歌辞》三

卷、《乐府新歌》十卷、《乐府新歌》二卷。［４］１０８５

其下小字著录的亡佚书目③有：
　 　 《乐府歌诗》十二卷，秦伯文撰；《乐府歌

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
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
《魏燕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又《晋歌

诗》十八卷，《晋燕乐歌辞》十卷，荀勗撰；《宋太

始祭禖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古

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三调相和歌辞》五

卷，《三调诗吟录》 六卷，《奏鞞铎舞曲》 二卷，
《管弦录》一卷，《伎录》一卷；《太乐备问钟铎律

奏舞歌》四卷，郝生撰。［４］１０８５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
　 　 《歌录》八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

府歌诗》十卷、荀勖撰《太乐杂歌词》三卷、《太

乐歌词》二卷、《乐府歌词》十卷、《三调相和歌

词》三卷、谢灵运撰 《新撰录乐府集》 十一卷

等。［４］２０８０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荀勖《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

卷，《乐府歌诗》十卷；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

一卷；郑译《乐府歌辞》八卷；翟子《乐府歌诗》
十卷、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汉魏吴晋鼓吹

曲》四卷。［７］

《崇文总目》《中兴书目》《宋史·艺文志》等均

著录“刘次庄《乐府集》十卷”，据宋赵希弁《读书附

志》，刘次庄《乐府集》１０ 卷，收录陈隋人作品共 ２１
类，凡 ４２８ 首。 这些文献著录说明，自魏晋迄唐宋，
以乐府歌辞结集流传的著述较多，且每个时代都有

新的乐府歌辞结集，这是郭茂倩《乐府诗集》的重要

来源之一。
四是诗文总集。 萧统《文选》 “乐府类”收录乐

府诗 ４０ 首、徐陵《玉台新咏》诗题标明“乐府”者 ６７
首。 又如《唐人选唐诗》 《箧中集》 《河岳英灵集》
《国秀集》 《中兴间气集》 《极玄集》 《又玄集》 《才调

集》《搜玉小集》等唐诗选集以及宋初的《文苑英华》
《唐文粹》中均有大量乐府诗作品。

五是类书类。 如欧阳询《艺文类聚》 “乐部”选
录乐府诗 ２５０ 余首，《太平御览》“乐部”共 ２２ 卷，其
中也收录了不少乐府歌辞。

六是诗文别集。 据日本学者增田清秀统计，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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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集》中有姓有名的作者为 ５７６ 人［８］ 。 这些

诗人大都有个人别集流传于北宋。
以上诸种类型的乐府歌辞文献，都是郭茂倩

《乐府诗集》的取材对象，他最终选得乐府诗 ５２９０
首，编成《乐府诗集》１００ 卷。 根据《乐府诗集》各类

解题的文献征引及《乐府诗集》与现存其他乐府歌

辞文献的比对，大体可知《乐府诗集》各部分乐府歌

辞文献的主要来源。
具体来说，《郊庙歌辞》１２ 卷、《燕射歌辞》３ 卷，

主要来自《汉书》 《宋书》 《南齐书》 《隋书》 《晋书》
《旧唐书》《五代会要》 《唐余录》 《五代史》等史书

“乐志”文献。 《鼓吹曲辞》５ 卷，主要来自《宋书·
乐志》《古今乐录》《晋书·乐志》《隋书·乐志》，以
及谢朓、沈约等文人诗文别集、总集文献。 《横吹曲

辞》５ 卷，主要来自《古今乐录》及文人诗文别集、总
集文献。 《相和歌辞》 １８ 卷，主要来自《宋书·乐

志》《古今乐录》及文人别集、总集文献。 《清商曲

辞》８ 卷，主要来自《古今乐录》及文人别集、总集文

献。 《舞曲歌辞》５ 卷，主要来自《宋书·乐志》 《南
齐书·乐志》《晋书·乐志》 《隋书·乐志》等史志、
《古今乐录》及六朝隋唐文人别集、总集文献。 《琴
曲歌辞》４ 卷，主要来自《琴操》 《琴集》 《古今乐录》
及文人别集、总集文献。 《杂曲歌辞》１８ 卷、《杂歌谣

辞》７ 卷，文献来源最为广泛，历代史书、杂传、类书、
诗文总集、别集均有涉及。 《近代曲辞》４ 卷，主要来

自隋唐时期诸如《隋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
《乐苑》《历代歌辞》《乐府杂录》《教坊记》《唐会要》
《本事诗》《琵琶录》等史志、杂传、乐书文献。 《新乐

府辞》１１ 卷，多来自唐代诗文总集、文人别集。
郭茂倩广收博取各类文献中的乐府歌辞，编撰

成《乐府诗集》这样一部乐府诗总集，其选诗的数量

和卷次规模为历代乐府诗集之最。 更为重要的是，
他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

同时收录、编成一集，实现了“乐奏辞”与“本辞”的
大汇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

二、乐府题解的三层结构与
乐府专题批评的新拓展

　 　 解题是乐府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自汉以来，历
代有之，较早的乐府解题之作应是扬雄《琴清英》等
琴曲类著述。 扬雄《琴清英》曰：

　 　 《雉朝飞操》，卫女傅母之所作也。 卫侯女

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 “何

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

死。 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塚上鼓之。 忽

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雉曰：“女果为雉耶？”言

未毕，俱飞而起，忽然不见。 傅母悲痛，援琴作

操，故曰《雉朝飞》。［９］８３５

其后有崔豹《古今注》 “音乐”卷，对《雉朝飞》
《别鹤操》《走马引》 《武溪深》 《淮南王》 《箜篌引》
《吴趋曲》《平陵东》《薤露》《蒿里》《陌上桑》《杞梁

妻》《钓竿》《董逃歌》 《短箫铙歌》 《上留田》 《日重

光》《月重轮》《横吹曲》１９ 个乐调作了解题性考释。
陈代智匠的《古今乐录》既收录歌辞又解释曲题，是
乐府解题类重要著述。 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郗昂《乐府古今题解》３ 卷（一作王昌龄）、刘 《乐
府古题解》１ 卷，宋代沈建《乐府广题》２ 卷、刘次庄

《乐府序解》１ 卷等，都是乐府解题类著述。
郭茂倩《乐府诗集》广泛吸取和采纳了以上解

题类著述的成果。 笔者初步统计，《乐府诗集》解题

征引扬雄《琴清英》 ２ 次、《琴操》 １９ 次、《琴集》 １７
次、《琴论》１４ 次，崔豹《古今注》１８ 次、智匠《古今乐

录》１５３ 次、吴兢《乐府古题要解》９６ 次、沈建《乐府

广题》１９ 次。 此外，郭茂倩《乐府诗集》在解题中还

广涉经、史、子、集各类典籍。
《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征引文献有《诗经·周

颂》之《昊天有成命》《清庙》《我将》《载芟》《良耜》
诸篇，《周易》《尚书·虞书》 《尚书·大传》 《论语》
《周礼》《仪礼》 《礼记》 《乐记》，《汉书》 《宋书》 《南
齐书》《隋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
之“乐志”，《通典》《五代会要》 《唐会要》 《唐余录》
等，共 ２０ 余种。

《鼓吹曲辞》《横吹曲辞》征引文献有刘谳《定军

礼》、蔡邕《礼乐志》、《周礼》之《大司乐》《大司马》、
应劭《汉卤簿图》，《春秋》 《左传》 《谷梁传》 《司马

法》《东观汉记》 《西京杂记》 《晋中兴书》 《建初录》
《武帝记》《三秦记》《穆天子传》，《汉书》《宋书》《隋
书》《晋书》等正史“乐志”“五行志”以及《通典》等，
共 ３０ 余种。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征引文献有《汉书》
《宋书》《隋书》《晋书》《旧唐书》之“乐志”，《南史》
《梁书》《通典》《荀氏录》《乐苑》《歌录》，张永《元嘉

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刘向《风俗通

义》《列仙传》 《新序》，谯周《法训》、蔡邕《琴颂》，
《西京杂记》 《邺都故事》 《汉武帝故事》 《蜀志》 《陈
武别传》《述征记》《十道志》《水经注》《物理论》《月
令》《续齐谐记》 《搜神记》 《异苑》，陆机《吊魏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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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华《神女赋序》以及宋玉等文人赋作，共 ４０
余种。

《舞曲歌辞》征引文献有《乐记》《周礼·舞师》
《诗序》《礼记外传》，《诗经》之《商颂》 《鲁颂》 《卫
风》，《春秋》《谷梁传》 《汉书》 《东观汉记》 《宋书》
《南齐书》 《隋书》 《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通
典》《唐会要》 《汉武故事》 《唐逸史》 《搜神记》 《乐
苑》《乐府杂录》 《教坊记》 《羯鼓录》，张衡《舞赋》、
王粲《七释》、左思《蜀都赋》、沈亚之《赋》等文人赋

作，共 ３０ 余种。
《琴曲歌辞》征引文献有《尚书·大传》 《史记》

《广雅》《世本》《旧唐书》《三礼图》《国史补》《风俗

通义》《新论》 《孔丛子》 《博物志》 《山海经》 《烈女

传》《纂要》 《湘中记》，韩愈《黄陵庙碑》、伯牙《琴
歌》以及《琴历》《琴说》等，共 ２０ 余种。

《杂曲歌辞》征引文献有《春秋左传》 《汉书》
《后汉书》《南齐书》 《晋书》 《南史》 《北史》 《梁书》
《隋书》《旧唐书》《通典》《唐会要》《三辅旧事》 《周
地图记》《淮南子》《邺都故事》《世说新语》《帝王世

纪》 《益部耆旧传》 《晋泰康地记》，刘禹锡 《嘉话

录》、杨尤骧《洛阳记》，以及《楚辞》、屈原、苏武、张
衡、曹植、傅玄、徐干、潘岳等文人诗赋，共 ３０ 余种。

《近代曲辞》征引文献有《后汉书》 《隋书》 《通
典》《风俗通义》 《西京杂记》 《拾遗记》 《荀子》 《乐
苑》《乐府杂录》《琵琶录》《历代歌辞》《本事诗》《唐
会要》《教坊记》 《明皇别录》 《韩诗外传》 《杜阳杂

编》《松窗录》，蔡邕、王维、白居易等文人诗赋，共 ２０
余种。

杂歌谣辞征引文献有《周礼·鸡人》《尔雅》《广
雅》《韩诗章句》《孔子家语》《韩诗外传》《尚书》《春
秋左传》《史记》《南史》《北史》《旧唐书》《五代史》
《通典》，《汉书》 《后汉书》 《宋书》 《晋书》 《隋书》
《新唐书》之“五行志”，《帝王世纪》《汉武故事》《西
京杂记》《三辅决录》 《东观汉记》 《穆天子传》 《纂
要》《长沙耆旧传》 《殷氏世传》 《会稽典录》 《吴录》
《晋阳秋》《十道志》《三十国春秋》，刘向《新序》《说
苑》《烈女传》《吴越春秋》《淮南子》《孔丛子》《水经

注》《晋泰康地记》，杜淹《文中子世家》《乐府杂录》
《楚辞》《庄子》，扬雄《甘泉赋》、刘歆《甘泉宫赋》、
王褒《甘泉宫颂》、刘次庄《乐府诗集》④ 等，共 ５０
余种。

《新乐府辞》征引文献有《周礼》 《礼记·郊特

牲》《汉书·五行志》《后汉书》《晋书》《旧唐书》《新
唐书》《通典》《唐会要》《河图》《武帝故事》《穆天子

传》《大业拾遗记》《荆楚岁时记》《国史补》《乐府杂

录》，刘异《事始》，《乐苑》 《白居易传》，班婕妤《捣
衣赋》、陶渊明《桃花源记》、张协《登北邙赋》、朱超

石《与兄书》等文人诗赋，近 ３０ 种。
以上所列《乐府诗集》征引的文献典籍，去其重

复者，计有 １７０ 余种，不愧“征引浩博”之称。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解题分为“解类题”“解组

题”和“解曲题”三大类，这也形成《乐府诗集》解题

的三层结构。 所谓“解类题”，就是对《郊庙歌辞》
《燕射歌辞》 《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 《舞曲歌辞》 《琴曲歌辞》 《杂曲歌辞》
《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１２ 种音乐大类

的解题。 如《相和歌辞》解题曰：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

更相和，执节者歌。 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

递夜宿。 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

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

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

歌以被之”者也。 《唐书·乐志》曰：“平调、清

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
又有楚调、侧调。 楚调者，汉房中乐也。 高帝乐

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 侧调者，生于楚调，
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 《晋书·乐志》 曰：
“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

采莲》《乌生十五子》 《白头吟》之属。”其后渐

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 魏晋之世，相承用

之。 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
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

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 所谓清商正声，
相和五调伎也。 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
《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

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解

有多少。 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

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 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

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

解之类也。”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

有艳、有趋、有乱。 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

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

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 又大曲十

五曲，沈约并列于瑟调。 今依张永《元嘉正声

技录》分于诸调，又别叙大曲于其后。 唯《满歌

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 其曲

调先后，亦准《技录》为次云。［９］３７６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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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乐府《相和歌》。 案相和而歌，并汉世

街陌讴谣之词，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之。 本一

部，魏明帝分为二部，更递夜宿。 本十七曲，后

为十三曲，今所载之外，复有《气出唱》 《精列》
《东光引》等三篇。 自《短歌行》以下，晋荀勖采

旧词施用，以代汉魏，故其数广焉。［１０］３３－３４

吴兢的解题主要依据《宋书·乐志》的信息，郭
茂倩的解题则大大扩充了信息含量。 郭的解题大概

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明确相和歌曲的内涵、交代其来

源以及在汉代的发展，二是梳理“相和歌曲”南北朝

时期在北方的发展流变，三是解释相和歌辞的“声”
“辞”关系及“解”“艳” “趋” “乱”等音乐结构，四是

交代《乐府诗集》编排顺序及其依据。 解题主体以

阐述“相和歌曲”这一类音乐的来源、发展和流变为

主，兼及其音乐特征和辞乐关系，并通过《宋书》《旧
唐书》《晋书》 “乐志”、《古今乐录》、王僧虔的启奏

和张永《元嘉正声技录》中 ６ 条密切相关文献的征

引，清楚地呈现出“相和歌曲”从汉至唐的发展流变

及其歌辞的结构特点。 郭茂倩的解题其实就是一篇

相和歌曲的专题研究论述，与刘勰《文心雕龙·乐

府》、元稹《乐府古题序》、白居易《新乐府序》及周紫

芝《古今诸家乐府序》具有相同的乐府学专题批评

性质，通过征引文献阐明史实，又较其他著述更具学

术品质。
所谓“解组题”，是指《乐府诗集》对每一组乐府

歌辞的解题。 如《相和歌辞》包括《相和六引》《相和

曲》《吟叹曲》 《四弦曲》 《平调曲》 《清调曲》 《瑟调

曲》《楚调曲》《大曲》９ 组歌曲，《乐府诗集》对这些

组曲之题都有解释说明。 如《相和六引》解题曰：
　 　 《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
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 箜

篌引歌瑟调东阿王辞。 《门有车马客行》《置酒

篇》并晋、宋、齐奏之。 古有六引，其宫引、角引

二曲阙，宋为箜篌引有辞，三引有歌声，而辞不

传。 梁具五引，有歌有辞。 凡相和，其器有笙、
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 ［９］３７７

所谓“解曲题”，是指《乐府诗集》对每个曲题的

解释。 如《相和六引·箜篌引》解题曰：
　 　 一曰 《公无渡河》。 崔豹 《古今注》 曰：
“《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

也。 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
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
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

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

死。 子高还，以语丽玉。 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

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 丽玉以其曲传邻

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又有《箜篌谣》，不详

所 起， 大 略 言 结 交 当 有 终 始， 与 此 异

也。” ［９］３７７－３７８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收录《秋胡行》 《江南曲》
《度关山》《长歌行》等 ２６ 种曲调名，并对其进行解

释。 我们在此可以将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与郭茂

倩《乐府诗集》对《秋胡行》的解题情况进行一番

比较。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之《秋胡行》解题曰：
　 　 右旧说：鲁有秋胡子，纳妻五日而宦于陈，
五年乃归。 未至家，于路傍见妇人采桑，美，悦

之。 下车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耕不如见

公卿。 吾今有金，愿以与夫人。”妇曰：“妇人当

采桑力作，以养舅姑，不愿人之金。”秋胡归至

家，奉金遗母。 母使人呼妇，妇至，乃向采桑者

妇也。 妇恶其行，因东走投河而死。 后人哀而

赋焉。［１０］２８

郭茂倩《乐府诗集》之《秋胡行》解题曰：
　 　 《西京杂记》曰：“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

游宦三年，休还家。 其妇采桑于郊。 胡至郊而

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 妻曰：
‘妾有夫，游宦不返。 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

有被辱于今日也。’ 采桑不顾，胡惭而退。 至

家，问：‘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

归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 妻赴沂水而

死。”《列女传》曰：“鲁秋洁妇者，鲁秋胡之妻

也。 既纳之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 未至

其家，见路傍有美妇人，方采桑而说之。 下车谓

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 今吾

有金，愿以与夫人。’妇曰：‘采桑力作，纺绩织

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 夫子已矣，不愿人之

金。’秋胡遂去。 归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呼其

妇。 妇至，乃向采桑者也。 妇汙其行，去而东

走，自投于河而死。”《乐府解题》曰：“后人哀而

赋之，为《秋胡行》。 若魏文帝辞云：‘尧任舜

禹，当复何为。’亦题曰《秋胡行》。” 《广题》曰：
“曹植《秋胡行》，但歌魏德，而不取秋胡事，与

文帝之辞同也。” ［９］５２６

两相比较发现，吴兢的解题主要取材于《烈女

传》，郭茂倩的解题在吸纳吴兢解题的基础上，增加

了《西京杂记》《烈女传》和沈建《乐府广题》的相关

记载，为《秋胡行》解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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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同时还一一注明出处，更可信据。 郭茂倩《乐府

诗集》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

体，从而形成其解题对具体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

乐府音乐专题论述的统一，拓展了刘勰 《文心雕

龙·乐府》篇等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彰显了《乐府诗

集》解题的学术品质。

三、严密的分类体系与历代
乐府诗谱系的集大成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分类，总体上是按照音乐

功能和艺术类型进行的，将自汉迄唐五代 ５０００ 余首

乐府诗分成《郊庙歌辞》 《燕射歌辞》 《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 《舞曲歌辞》
《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
《新乐府辞》１２ 类。 这种分类，在充分尊重乐府诗发

生的礼乐文化传统基础上，既吸收了前人乐府诗的

分类成果，也充分考虑了乐府诗的历代发展和流变，
是对历代乐府诗谱系建构的一次集大成。

早在东汉末年，蔡邕《礼乐志》就已经将汉代的

音乐分为四品，即“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
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

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

宴乐群臣也；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 ［１１］蔡邕的

“汉乐四品”论将汉代丰富的礼乐形态按照功能和

性质区分为四品，将各类型、各层级的音乐形态全部

纳入四品予以讨论，并以《尚书》《周礼》《礼记》《孝
经》《诗经》“雅颂”等有关礼乐功能、礼乐场景的事

例，印证说明汉代四品乐的文化功能和使用场合，追
溯汉代礼乐形态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初步厘定

了汉代乐府的音乐谱系。
沈约《宋书·乐志》共 ４ 卷，第 １ 卷按郊庙、朝

会、杂歌、杂舞、乐器的顺序，总述周代以来特别是汉

魏晋宋时期的礼乐发展演进历史，其中对民间歌舞

杂曲的考述丰富了乐府学的知识谱系。 第 ２ 卷至第

４ 卷载录晋宋郊庙乐辞、正旦朝会乐辞、相和三调乐

辞、汉魏晋宋舞曲歌辞、鼓吹曲辞，共 ３０８ 篇。 虽然

没有载录民间的吴歌杂曲歌辞，但在第 １ 卷总论部

分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上古以来民间歌谣的生成机

制，考释了晋宋以来《子夜歌》 《凤将雏歌》 《前溪

歌》《阿子歌》 《欢闻歌》 《团扇歌》 《都护歌》 《懊恼

歌》《六变》《长史变》 《读曲歌》１１ 曲吴歌杂曲的源

流本事。 因此可以说，沈约《宋书·乐志》初步建构

了汉魏晋宋时期的乐府诗谱系。 唐代吴兢《乐府古

题要解》按照《乐府相和歌》《乐府拂舞》《乐府白纻

歌》《乐府铙歌》《乐府横吹曲》《乐府清商曲》《乐府

杂题》《乐府琴曲》８ 类，对 １１７ 个乐府古题作了解

题，其余的《长门怨》《婕妤怨》《铜雀台》《四愁》《同
声歌》《定情篇》《合欢诗》《招隐》《反招隐》《砧蒿今

何在》等 ３０ 余题，或有解题，或仅存诗题，但无分类

归属。
综合沈约《宋书·乐志》、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的分类，已有《郊庙歌辞》 《燕射歌辞》 《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 《舞曲歌辞》
《琴曲歌辞》《杂曲歌辞》９ 类。 郭茂倩《乐府诗集》
在充分吸收二者分类成果的基础上，将“杂曲” “杂
题”⑤进一步细分为《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两

类。 这样，乐府古辞由 ９ 大类细分为 １０ 大类。 《乐
府诗集》的《近代曲辞》是隋唐时期的乐歌，《新乐府

辞》则是唐世“未尝被于声”的新歌辞。 由此可见，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分类是在充分吸纳前人成果

基础上，根据乐府诗的文化属性和历代创作发展进

程中的复杂流变综合考量的结果，集汉唐乐府诗谱

系之大成。

结　 语

总之，乐府学发生于汉代礼乐文化活动，并在汉

唐之际的乐府演唱、乐府诗创作和传播实践中逐渐

形成。 汉代作为中国乐府学的发端，涉及的内容虽

然广泛，但以乐府活动的记载最多，总体上处于有关

乐府的知识层面，形成明确观点的主要是对礼乐之

本、礼乐之用以及音乐移风易俗等乐府音乐学的讨

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学除了记录乐府活动、
载录乐府歌辞、论述乐府音乐功能等内容外，还出现

了乐府学专题性批评论著，大大提升了乐府学的理

论品质。 随着文人乐府诗创作的兴盛以及 “文”
“笔”之辩的强化和诗歌分类的细化，乐府学从汉代

的礼乐关系、政教伦理导向，转向对乐府文学意义和

诗体特征的探讨。 在成果形式上，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史书“乐志”外，既有《荀氏录》《正声技录》《宴乐

技录》《古今乐录》等著录乐奏歌辞的“乐录”成果，
《乐社大义》《乐论》等音乐文献、音乐理论成果，还
有《古乐府》 《乐府歌辞》 《歌录》 《晋歌章》 《吴声歌

辞曲》《乐府歌诗》 《魏燕乐歌辞》 《晋燕乐歌辞》等
著录歌辞文本的“歌录”成果，又有乐府文献注释、
乐府曲题源流考释等成果，奠定了乐府学研究的三

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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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茂倩《乐府诗集》的乐府学贡献最典型地体

现为三个方面的集大成：在诗歌选录方面，《乐府诗

集》不仅广采博收，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达到历代

乐府诗集之最，而且将作为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

作为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使本辞与乐奏

辞共存，集乐工之“乐录”系统与文人之“歌录”系统

之大成。 在解题方面，《乐府诗集》将“解类题” “解
组题”和“解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具

体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

统一，集解题类成果与专题论成果之大成。 在分类

方面，《乐府诗集》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
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创作发

展进程中的复杂流变，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

大成。
通过诗歌选录、解题、分类三个方面的集大成，

《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

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

成果集于一体，分门别类、穷源溯流、条分缕析，建构

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奠定了中国乐府学

的基本框架。 其后，元、明、清三代的乐府学，沿袭

《乐府诗集》的谱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但基本框架

无出其右者。 近年郭丽、吴相洲收录编撰宋、金、元
三代乐府诗，仍沿袭《乐府诗集》的体例，名曰《乐府

续集》 ［１２］ 。
当然，郭茂倩《乐府诗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如有少量作品“实非乐府”，又如解题中征引的

文献也偶有欠精准者，等等。 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言

“大厦之材，终不以寸朽弃也” ［３］ ，这些细节方面的

缺憾不影响《乐府诗集》在乐府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和地位。

注释

①《乐府诗集》大约成书于宋神宗至宋徽宗时期，北宋末年可能已有

刊本，但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北宋之际的杭州官刻本，刊刻于北宋末

期，最终印成于南宋初期。 参见喻意志：《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编

纂》，《音乐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②《歌录》成书于西晋至南朝刘宋

时期，是一部集歌辞与乐曲解题为一体的音乐学著述。 参见喻意志：
《〈歌录〉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③据《隋书·经

籍志》中萧子政撰《周易系辞义疏》下“梁有《周易乾坤三象》等”小
字的校勘记，《隋书·经籍志》用小字著录的这些书名，当时未列入

存书目录，可能已经亡佚。 ④《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中“紫玉歌”
“吴楚歌”两处的解题征引《乐府诗集》，此处当为刘次庄《乐府集》
之误。 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１１７１、１１７５
页。 ⑤《宋书·乐志》称“杂曲”，吴进《乐府古题要解》称“杂题”，二
者指同一个大类，只是称呼不同。

参考文献

［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４６．
［２］郭茂倩．乐府诗集［Ｍ］．四部丛刊影印汲古阁本．
［３］永瑢．四库全书总目［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１６９６．
［４］魏徵．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
［５］刘昫．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１９６３．
［６］赵辉．“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特点与价值［ Ｊ］ ．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２０１３（１）：１４８－１５２．
［７］欧阳修，宋祁．新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１４３５．
［８］增田清秀．乐府的历史性研究［Ｍ］．樊昕，译．成都：巴蜀书社，

２０２２：３１９．
［９］郭茂倩．乐府诗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１０］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１１］司马彪．后汉书志［Ｍ］．刘昭，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３１３１－

３１３２．
［１２］郭丽，吴相洲．乐府续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Ｇｕｏ Ｍａｏｑｉａｎ

Ｗｕ Ｄａｓｈ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Ｇｕｏ Ｍａｏｑｉ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Ｙｕｅｆｕ ｌｙｒｉｃ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ｕｅｆｕ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ａｎ－Ｗｅｉ，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Ｙｕｅｆ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ｓｏｎｇｓ”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ｒｅ⁃
ｃｏｒ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ｓ， 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ｉｔ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ｉｔｌｅｓ，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ｍｕｓｉｃ ｉｎｔｏ ａ ｗｈｏｌ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ｔｏ ａ ｎｅｗ ｒｅａｌ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ｕｌｌｙ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
ｉｃ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Ｙｕｅｆｕ ｐｏｅ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ｕｏ Ｍａｏｑｉ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Ｙｕｅｆ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Ｙｕｅｆ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责任编辑：采　 薇

７５１

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