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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音乐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左
传》、《论语》、《乐记》、《吕氏春秋》等重要文献中，就有许多关
于音乐的精辟见解。汉代司马迁所撰《史记》乐书篇奠定了中国
古代音乐在正史中的地位，此后的各种正史中关于音乐的记载更
是内容丰富。而作为志书性记录有关音乐的文献，《乐典》承前启
后开创了中国古代音乐通史的先例，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上有
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1 　《通典》和杜佑
《通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志，

由杜佑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撰写，历时35年，成书于
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书共二百卷，记载了从先秦到
唐朝肃宗、代宗年间的典章制度，其内容依据政治的密切程度编
排，依次为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
典，每典又分若干子目。

杜佑（734 — 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
人，出身名门，是唐中期三朝宰相、政治家、史学家。据《旧唐
书·杜佑传》可知杜佑是一个勤奋刻苦且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有
作为政治家的视野和水平的人。

2 　《通典·乐典》的史料来源
郑祖襄认为乐典中关于历代音乐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历代乐

志、律历志，以及正史中列传里的史料，且《通典》中作者不仅
对史料全面引用，还用大量的注文对所引史料进行深入的分析考
证，这些注文在今天也一样具有研究价值[1]。

邱星认为“《通典》是他以刘秩的《政典》为蓝本，在
采集群经诸史和历代文献、奏疏的基础上撰写的”[2]，并且认为
有必要列出《通典·乐典》所参考的主要史料：《世本》、《尔雅》、

《风俗通义》、《宋书》等。
黄敏学认为可以三通为代表考察我国的古代音乐通史，甚至

对《乐典》各卷出自哪本书都有详细说明[3]。
3 　《通典·乐典》的音乐史书体例
对于《通典·乐典》的音乐史书体例，郑祖襄在其《述

评》中指出，《乐典》的体例主要是根据纪传体史书中的“志”发
展而来。认为杜佑的《乐典》开创了音乐通史的先例；对此，王
小盾、金溪在《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中提出在《通典》
成书的两百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几部通史性质的音乐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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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郑先生的话虽有一定道理，但说《乐典》是承前启后的一部
著作，似乎更为恰当。说它“承前”是因它是前代乐书的余绪，说
它“启后”是因它创造了“政书”这种新的著述体裁。将《通典·
乐典》与《宋书·乐志》、《隋书·乐志》相比，也可看出乐典的
体例是对其二志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此外，在王小盾和金溪的文中，将音乐史的书写分为了三
种体裁：《律吕正义后编》为精粹的乐书体、《通典·乐典》为首
创的政书体和《玉海·音乐》为代表的类书体。

郑祖襄指出《通典·乐典》体制的直接来源是受史学家刘
知几之子刘秩所撰的《政典》三十卷的启发[4]。

黄敏学认为杜佑首先在历代沿革部分对历代音乐发展的基本
状况做了概况性叙述的总论，之后将乐律理论、乐器法、音乐体
裁、乐议四个部分分开叙述，同时采用总分结构的编撰体例，这
样的编撰体例相比较正史乐志平行比类的编排，内在结构更加紧
密，重点突出，逻辑性强，只用较少的笔墨就可以将中国唐代以
前的音乐发展历程介绍清楚。黄敏学还在对“三通”文本进行分
类和分析后，对其编撰体例和文本系统做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延
伸，总结出中国古代音乐通史编撰的四个特点：重视对音乐作品
的记述；涵盖音乐学的基本框架；以历代沿革概述乐史的发展轨
迹；严谨考证、折中详议[5]。

4 　《通典·乐典》的内容分类
《通典·乐典》是《通典》中的音乐部分，分为七卷，

从第一百四十一卷至第一百四十七卷。第一、二卷是历代音乐沿
革的记载；第三卷讲述乐律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历代沿革的记载；
第四卷是乐器的相关记载；第五卷讲述了歌、杂歌曲、舞、杂舞
曲；第六卷讲述了清乐、坐立部伎、立部伎以及杂乐等各类乐种；
第七卷为关于音乐议事、奏疏等的记载。

关于《通典·乐典》的内容的分类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
其一以邱星为代表，他将乐典七卷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

分是第一、二卷，是关于历代的音乐传说和史事的记载。这部
分文字概括了从远古至唐代的主要音乐类型，为读者提供了一条
清晰明了的时间线。第二部分是第三卷，该部分记录了历代的
乐律学基本理论，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乐律学理论研究能
力。第三部分是第四卷记载了乐器的分类、改进、创造和制
作，并记录了历代“乐悬”制度。第四部分是乐典第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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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主要记载了历代沿留下来的乐种、乐名及演出形式，此部
分还增加了对外来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描写，使《乐典》相
比较唐以前的诸多史书别具一格。第五部分即第七卷，归纳记
载了历代的著名乐议、奏疏[6 ]。

与邱星分类方式稍有不同，李妮把第一卷中有关于音乐社会
功能的内容单独划为一个部分，把乐典分为六个部分[7]。

以上两种方法均有其依据，只是角度略有不同。
5 　《通典·乐典》的音乐观与音乐史观
关于《乐典》的音乐观和音乐史观，黄敏学提出《乐典》

第六卷将清乐与其他乐种分开叙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杜佑的
“正统”史观；而对乐器法、乐律学以及相关理论都有专门的篇幅
论述，这反映出杜佑对音乐学理论的重视。[8]杜佑对《通典》的
编撰体现出他“将施有政”的经世致用的观点；其次，杜佑希望
利用编撰《通典》达到“礼教立国，乐化万民”的太平盛世，重
现盛唐昔日光景，这使杜佑的音乐思想充满封建主义式的音乐社
会学思想。但是，杜佑要求雅乐要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弃其糟
粕，并广泛吸收借鉴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推陈出新以适应时代
的变化发展。“杜佑这种音乐的历史不是倒退而是进化的观点，是
对中国封建正统礼乐观的一种挑战，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具有
历史进步性的音乐史观”[9]，对于后世的音乐理论建设和音乐创
作都有借鉴意义。

郑祖襄提出经邦致用是《乐典》编撰的出发点，指出“乐
典的基本音乐思想是传统的儒家思想”[10]，并引用了乐典“序”
中的原文对此观点进行验证。并认为乐典对“郑卫之音”等民间
音乐持排斥的态度，对“胡乐”这一外来音乐极力反对。在当时

（唐中期）儒家文人把政治上的胡人入侵和叛乱都归咎于胡人音乐
的流入，这个观点虽偏激，但也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且该观
点对乐典的内容和体例也有深刻影响。郑先生还写到杜佑十分注
重音乐史的继承性，在音乐对社会的作用中，教化是主要的但不
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作用是社会经济。在那时杜佑能够对于社
会经济和礼乐两者之间的主次及其关系有如此思考，是相当难得
的，也是值得现代人去珍视的。

6 　对《通典·乐典》具体史料的运用
上文对《乐典》史料来源已经进行了归纳总结，那学者们

是怎样运用如此丰富的音乐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呢？
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五编（268 页）“隋

唐五代”部分谈到音乐思想时，将杜佑划分为“雅乐派”，在其注
释中引用了《通典乐序》的“周衰政失，郑、卫是兴；秦、汉以
还，古乐沦阙。……方之郑、卫，又可远乎？”证明杜佑强调古
乐，反对少数民族音乐、民间音乐以及外来音乐。

在《如何对待五声音阶与七声音阶同时存在的历史传统》
中，杨荫浏先生指出按《通典》“自殷以前，但有五声；自
周以来，加文武二声，谓之七声”所载周文王、周武王时期
是七声音阶的固定时期，虽为传说，也有其可信的理由。

夏野在《中国古代音阶的变迁和乐律理论的演进》中引用
了《乐典》中的“宫廷之乐久丧，汉章帝建初三年，. . . . . .
则五钟废而不击，反谓之哑钟 。”来证明古代的三分损益法所
求的十二律是不平均律。

由于杜佑是唐中期的三朝宰相，对相当一部分的唐代音乐目
击耳闻，故对该时期的音乐记载应包含了一些亲身见闻的事实。
但是对于所载唐代以前的大部分的音乐资料，都是杜佑根据前代
的音乐史料收集、整理而来，这些都是研究古代音乐的第二手
资料，值得研究考证。

7 　《通典·乐典》的价值及地位
就《乐典》的影响，邱星先强调《通典》“不仅开了典

书先河”，《乐典》部分还总结归纳了前代乐书，承上启下，

有着很好的枢纽作用[11 ]。其次，从编撰方式和角度来看，《乐
典》仍然和前代的书籍有继承关系，它继承和发展了《晋书》的
编撰角度，不仅体现在对朝廷、宗庙的音乐的记录上，更多的是
体现在对民间音乐活动，如相和歌、百戏等散乐的记录之上。

郑祖襄先生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通典·乐典》的价值和意
义：第一，《乐典》继承了前代乐志的体例，开创了音乐通
史这种体例，在其之后的宋代郑樵《通志·乐略》，元代马
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以及“七通”中关于音乐的部分
皆按照该体例撰写。第二，从音乐史料角度来看，《乐典》最
有价值的是其中关于唐代音乐的记载，它保存了宝贵的唐代音乐
史料，其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后世其它书籍无法相比的。“后来
后晋刘晌、张昭远等撰写的《旧唐书·音乐志》有不少地方
是整段抄录乐典的。”第三，“《通典·乐典》树立了“经
邦致用”的音乐史观。”这种音乐史观从《乐典》开始，一
直延续到清代，并影响着近现代的中国音乐史学。

李妮从治学价值方面对《乐典》进行了剖析。第一，她
认为《乐典》承前启后的作用传达出一种“会通古今的治学理
念”。第二，杜佑主张“经世致用”的原则，反对“纸上
谈兵”，且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务时，不仅
能看到其中的联系，更能借助历史经验治理当代，这种经世致
用的治学原则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第三，《乐典》对前人史
书做了总结和创新，这种创新精神在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有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典》不仅首创了志书的体裁，在编撰
角度方面也有独特之处。在该书之前的史书中，记录音乐时鲜
有民间音乐，少数民族以及外来音乐更是少之又少，而这些在

《乐典》中却占了很大篇幅。此外杜佑还大胆革新自注法，其
内容囊括各个方面，在记述时持辩证的态度，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通典·乐典》作为《十通》之首，是我
国音乐通史的滥觞，不仅自身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地位，其开
创的文本编撰体例也被后世作为范式和模板，在中国音乐史上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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