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m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55-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唐代宫廷音乐特征研究 
王佳宁1，2 

(1.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0；2.哈尔滨音乐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0） 

【摘  要】唐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繁荣、强盛的朝代，其经济、政治、文化空前发达，同时也为后世的艺术文化

发展提供宝贵资源与深厚基础，为我国音乐领域的发展与突破提供支持。宫廷音乐是宫廷内部为统治者而

演奏的音乐，主要可以分为外朝音乐和内廷音乐。外朝音乐就是指在群臣朝会场所演奏的音乐，主要用于

重大庆典、外邦交往等；内廷音乐就是指为皇帝与后妃的业余生活提供的乐曲。还可以分为典制性音乐和

娱乐性音乐，前者运用于祭祀、朝会、典礼等，后者运用于筵宴、行幸等。本文简要阐述了宫廷音乐特征、

唐代宫廷音乐特征，分析了唐代宫廷音乐代表作品，从唐代宫廷音乐发展历程的角度进一步探索了唐代宫

廷音乐特征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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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唐朝统一的时间最长，也是历史各朝

代中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从历史记载得知，唐朝一共经历

了 289 年的统治时间，前后有 20 位皇帝。唐朝统治时期，

声誉远播海外，与西亚、南亚、欧洲等区域的国家有频繁

往来，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发展也到达了古代的鼎盛时

期。在唐朝的诸多文化形式中，音乐是不可被忽视的一项，

这主要是由于唐朝宫廷音乐发展历史较长，唐高祖、唐高

宗、唐玄宗等 20 名帝王先后对宫廷音乐进行改革、调整

与丰富，最终促使了唐朝宫廷音乐体系的完善，内涵丰富

的音乐种类，包括清乐、雅乐、四方乐、散乐、凯乐、燕

乐等，同时附带多种表演技艺，以歌舞、大曲、杂技等形

式体现出来。对于后世而言，唐朝时期的宫廷乐极具特色

又内容丰富，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1]。 

1  宫廷音乐特征、唐代宫廷音乐特征 

宫廷音乐是我国古代音乐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按

照其功能与用途主要可以分为庆典与娱乐等形式，其是古

代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具有如下特征： 
（1）功利性特征。通过宫廷音乐演奏表现统治者高

贵、威严、权威的形象，烘托朝会氛围，提升统治者在群

臣与百姓心中的地位。使用宫廷音乐，为统治者歌功颂德，

宣传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2）礼仪性特征。按照古代的礼、仪、制等多种标

准，在一定的场合中演奏，按照不同的场合功能可以使用

不同的乐曲，按照不同的仪式类型与目的使用不同的乐

曲；还需要按照不同的乐队编制、演奏方法对同一首乐曲

进行不同的处理，体现古代的“礼乐制”，传播礼教，具

有较强的文化性。 
（3）“雅”的特征。雅是古代“礼乐制”中的重要内

容之一，宫廷乐需要按照“雅”的要求编撰、创作与演奏，

之后呈现出端庄、优美的风格。 
唐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宫廷乐高度发达与快速发展的

时期，历届在位皇帝根据不同的目的对宫廷乐进行调整与

改动，促使唐代宫廷乐体系庞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

其特征体现如下： 
（1）具有异域风情。在唐朝宫廷乐发展时期，由于

唐朝对外交往频繁，不同地区的音乐元素纷纷被引入宫廷

乐中，形成了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在唐朝李贺的一首

描述箜篌的诗——《李凭箜篌引》中描写了：“江娥啼竹

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石破天

惊逗秋雨”等，描述的就是箜篌的音质特色，对箜篌的音

色特点进行了详尽、生动的描写。箜篌在东晋时期传入中

原，在唐朝时期成为宫廷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另外，笛

子与洞箫也是主要乐器之一，笛子这种具有异域色彩的乐

器在演奏中体现出一种辽阔大气的西域风情。这些外邦乐

器的引入促使唐朝宫廷乐逐渐呈现出鲜明的异域风情[2]。 
（2）具有宫廷乐的正统特色。宫廷乐是古代王公贵

族的主要音乐形式，唐朝时期的皇帝与其他朝代皇帝一

样，将“雅乐”作为正统音乐，这一时期燕乐走上宫廷舞

台，且被人们称为“燕乐大曲”。由此可见，虽然外邦音

乐元素对唐朝宫廷乐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正统宫廷乐仍然

占据主要地位。 
（3）奢华、华丽的特征。燕乐是唐朝宫廷乐的主要

形式，主要在宫廷王室、贵族世家中演奏与传播。在之后

的发展过程中，设立了教坊，教坊则成为主要宫廷音乐机

构。由于其具有较强的阶级属性，音乐中常常体现出较强

的统治阶级意志，比如，在唐玄宗改编的《婆罗门曲》中

就充满了皇室的神秘色彩与浪漫元素[3]。 

2  以音乐代表作品分析唐代宫廷特征 

唐朝宫廷音乐的发展历史较长，在漫长的历史中，产

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宫廷乐作品，能够充分体现出唐朝

宫廷乐的多种特征。举例分析，唐朝时期最著名的宫廷乐

作品——《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是唐朝宫廷乐的

精品，集合了唐朝时期多种宫廷乐元素，在当时备受贵族

青睐，且一直流传至今，是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历史中最璀

璨的明珠。《霓裳羽衣曲》是盛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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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梨园弟子演奏，由宫女演唱。在整首乐曲中，需要

30 名女艺人，每次为 10 人。这首宫廷乐是一种用于王公

贵族休闲娱乐的乐曲，属于“内廷乐曲”，主要描述的是

李隆基向往神仙生活，飞往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故事，这

首乐曲的曲调、乐器、风格具有虚无缥缈、奢华、婆娑的

特点，具有上述提到的“异域风情”特色，同时不失“正

统音乐”的特点[4]。《霓裳羽衣曲》分为 36 段，包括六段

分散序、十八段中序、十二段曲破；全曲可以分为三个主

要部分，分别为前奏曲，主要是节奏自由的散板，乐器为

磬、箫、筝、笛等；中序主要为慢板的抒情乐曲，中间出

现了快慢变化，边歌边舞；曲破则是全曲高潮，乐音铿锵，

速度从散板到慢板，之后逐渐加快。 

3  唐代宫廷音乐发展历程 

唐代宫廷音乐发展历史悠久、体系庞大、音乐种类丰

富，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皇帝在位时期对宫廷乐的改进与完

善，促使其特征愈发鲜明，具体过程如下： 
3.1  唐高祖时期 
唐高祖李渊在位时期，沿用了隋朝时期的基本雅乐制

度，之后“留心雅正，励精文教”，在贞观年提出了“制

礼作乐”的政策，在延续隋朝宫廷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发展

自己的礼乐，此时的宫廷乐主要为隋朝时期的“九部乐”

形式，可以分为“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唐国、安国、

天竺、高丽、礼毕”，也是后来唐代宫廷乐发展的基础。 
3.2  唐太宗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尤其重视宫廷音乐的发展，

多次召集专门的大臣一起商讨雅乐的制定，对之前的唐

代宫廷乐进行完善。在完善的过程中，做出较多贡献。

根据《旧唐书》卷七九记载：“梁旧乐杂用吴...于是斟酌

南北，考以古音...《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

相为宫...”，贞观二年六月对各地区音乐元素进行融合与

研究，演奏出了《大唐雅乐》，将其作为唐代宫廷乐的主

要内容。此时的唐代宫廷乐具有多地域色彩，且在太宗

的支持下不断对其他音乐元素进行融合与吸纳，太宗还

根据自己的喜好，亲自为《秦王破阵乐》绘制乐舞图，

下令创作大型乐舞，此乐曲表演时鼓乐喧天，声振四方，

具有“大气”“恢弘”的皇室色彩，充分凸显大唐逐渐繁

荣的社会特征。 
3.3  唐高宗时期 
高宗高度重视祭祀礼仪，继承了“贞观时期”的雅乐，

之后吸收了《神功破阵之乐》《功成庆善之乐》等舞曲，

进一步丰富了宫廷雅乐。高宗还重视对音乐人才的选拔与

任用，对具有较高音乐造诣的人才委以重任，此时的宫廷

音乐具有古代舞曲特色，丰富了宫廷音乐，对于之后的宫

廷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3.4  圣神皇帝武则天时期 
此时期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对唐代宫廷音乐开展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对于之后的唐代宫廷音乐发展起

到了较大的影响。武则天根据“祀南郊”“祀明堂”“拜洛

神”“封嵩岳”等礼仪活动，制定了《则天大圣皇后大享

昊天乐章十二首》《则天皇后享清庙乐十首》《崇先庙乐章

一首》等等，此时将创作、排演、传播宫廷乐的教坊更改

为云韶府，改律吕旋宫。 
3.5  唐玄宗时期 
唐玄宗可以称为唐朝时期的“音乐家”，李隆基将唐

朝音乐推到了发展顶峰，此时的音乐活动较为频繁，包括

宫廷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研究、音乐乐曲表演等。此时唐

代宫廷音乐进一步丰富，玄宗再一次修撰了《大唐乐》《唐

六典》，其中包括《雍和》《大和》《顺和》《寿和》《舒和》

《凯安》《永和》《肃和》等，分别运用于不同的用途如祭

天、祈地、封泰山、迎俎、送神、禅社首、享太庙等。 
3.6  唐德宗时期 
此时期唐德宗对宫廷音乐高度重视，认为“只有‘礼

乐中兴’，才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唐德宗十分重

视修礼制乐，且通过修撰宫廷乐巩固王朝统治，加强中央

集权，此时宫廷乐曲包括《奉圣乐》《破阵乐》《定难曲》

《继天诞圣乐》等，此时的宫廷音乐具有较强的政治统治

色彩，体现出功能性特征。唐德宗时期的修改与完善大大

推动了唐代宫廷音乐的发展。 

4  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与描述，可以发现，唐朝时期宫廷音

乐空前繁盛，音乐体系庞大，音乐种类多样，内容丰满充

实，技法高超且存在较多的代表作，其中《霓裳羽衣曲》

《破阵曲》广为流传，为今天的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发展

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唐朝时期，先后 20 名帝王陆续对

宫廷音乐进行完善与改革，其中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

武则天、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等 7 名皇帝在

宫廷音乐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且对于唐代宫廷音乐做出

了改革性的调整，促使其愈发丰富，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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