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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雅乐最初形成于西周“制礼作乐”。西周宫廷礼乐

体系中的雅乐，既包括郊庙祭祀及朝会宴飨仪式用周人

之乐，也包括继承、整理过的先周各朝庙堂礼乐，从而

组成六乐六小舞等在内的郊社宗庙、朝会宴飨、倚仗等

广义雅乐。随着历史发展的推进，雅乐的涵义不断的发

生改变。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的的时期，

证券频繁更替，作为我国历史上南北政权分裂的时期，

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但是由于多民族之间的大融

合，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雅

乐的研究更多的是研究雅乐作为音乐的性质，重视西周、

先秦时期的雅乐有研究对于南北朝雅乐的研究比较少见，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从隋唐礼乐的发展

中，对南北朝的礼乐发展做出详细论述。曹贞华的博士

论文《西周至唐宫廷雅乐研究》中，对西周至唐朝是宫

廷雅乐整体论述。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缺少对南北朝

时期雅乐的整体性研究。本文在音乐史学的基础上，结

合历史背景，分析南北朝各个时期的雅乐特点，进一步

了解南北朝雅乐的史学意义。

一、北朝的雅乐

北朝指的是南北朝时期北方五个朝代的总称，包括

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朝是多民族相

互融合的时期，使得中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不断交融，

统治者对中原宫廷中的雅乐制度继承发展。据《隋书·音

乐志》中记载，北朝的宴飨、祭祀等雅乐制度为：“皇帝

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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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奏《桀夏》；五等诸侯正日献玉帛，奏《纳夏》；宴

会族人，奏《族夏》；舞六代乐，食举，奏《深夏》；登

歌十八曲。”①

北魏作为南北朝第一个建立政权的王朝，自建国便

积极重建宫廷雅乐，《魏书·乐志》中记载在公元 398 年，

魏武帝诏邓渊制定律吕，以发展雅乐。由于北魏政权是

鲜卑族，所以北魏宫廷雅乐的建立，实际上是汉族与少

数民族的文化交融。孝文帝时期，实行汉化改革，宫廷

雅乐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雅乐在这个时期加入胡乐和

俗乐的因素，成为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雅乐。

北魏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齐政权取代东魏。北

齐宫廷雅乐的风格沿袭北魏。武成帝从郊庙，祭祀、宴

飨等方面制定雅乐的礼仪。据相关资料记载，北齐的

雅乐以魏晋时期的雅乐为主，随着俗乐一同发展。《隋

书·音乐志》中载公元 550 年，祖诞负责雅乐的编写，

“仍杂西凉之曲。……所谓《洛阳旧乐》者也。”②从这

里可以看出，北齐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发展，不仅如此，

其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音乐也有浓厚的兴趣，据《隋书·音

乐志》载：“杂乐有《西凉》、《肇舞》、《清乐》、《龟兹》

等……争新哀怨。”北齐政权虽然只有短短的 20 余年，

但是已经建立起雅乐制度，北齐的雅乐加入更多少数民

族音乐的元素。

公元 535 年，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受到孝文帝改

革时期的影响，宇文泰在艺术文化上以儒家文化为中心，

进一步协调鲜卑族和汉族的关系。西魏恭帝时期，南梁

音乐传入西魏，为宫廷雅乐注入新的元素。《隋书》载：

“乃建六宫，乃诏曰：‘六乐尚矣，其声歌之节，舞蹈之

容，寂寥已绝，不可得而详也。’”③公元 557 年，北周取

代西魏，建立政权。明帝和武帝时期，应用并发展百戏。

这个时期宫廷礼乐主要包括：郊庙乐、宴飨乐、鼓吹乐

和百戏散乐四种。其中郊庙乐、宴飨乐和鼓吹乐属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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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类型。如图所示：

乐类 所奏乐曲 使用场合 乐的属性
乐队组

合类型

郊庙乐

《肆夏》《昭夏》

《武德》《文德》

《桀夏》《皇夏》等

皇帝出入、

行礼、四

郊之礼等

雅乐 雅乐

宴飨乐 未知
郊庙宴

飨等
雅乐 雅乐

鼓吹乐 未知
元正大

会等

雅乐、

非雅乐

雅乐与非

雅乐融合

百戏

散乐
未知

四夷方

乐等
非雅乐 非雅乐

综上所述，北朝雅乐是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发展

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文化建设中，吸收中原

雅乐文化，使得中原音乐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点；其二，

雅乐发展过程中，受到俗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使

鲜卑族音乐融入雅乐体系中，促进胡乐与中原音乐的交

流；其三，雅乐的功能更加细化，完善礼乐制度。北魏

之初，雅乐内容相对单调，北周时期，雅乐乐曲类型更

加丰富，体现了雅乐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二、南朝的雅乐

东晋灭亡后，南方相继出现刘宋、南齐、萧梁、陈

四个朝代。南朝的雅乐较北朝要更加丰富，因为南朝自

东晋之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

出现建康、荆州等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在东晋之前，

雅乐在南方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东晋一直在复建雅乐，

自孝武帝时期，雅乐得以恢复，但是仍有不足，宋齐两

朝的雅乐沿袭西晋，粱朝雅乐影响最大，陈朝的雅乐沿

袭梁朝。

刘宋时期，宋武帝初年，曾进行两次讨论前朝雅乐

的活动，对东晋雅乐进一步的复建。据《宋书》记载，

宋武帝刚即位，便令王韶之、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制定颂

扬本朝的诗歌。可见刘宋时期，国家已具备一定的实力

推行雅乐的发展。之后逐渐恢复郊庙祭祀。南郊登歌、

明堂雅乐的建设。南齐吸取刘宋灭亡的原因，力图节俭

治国，并没有大力发展雅乐，雅乐基本沿袭刘宋。

南梁时期，梁武帝弘扬古乐，南朝雅乐进入发展高

峰期。梁武帝重视礼乐，对雅乐进行大规模的调整，设

立宗庙、学馆、编写仪注等礼乐建设方面的内容。不仅

解决了四厢④六律的问题，而且对雅乐乐制也进行改革，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改善雅乐乐制等级制度；

其二，由于梁武帝对佛教音乐有浓厚兴趣，雅乐中融入

佛教音乐元素；其三，进一步发展四厢十二律；其四，

对雅乐重新命名，将礼乐整合成一套体系，以雅为名，

称为国乐。陈朝雅乐基本沿袭南梁，由于当时处于内忧

外患中，雅乐无法进一步发展。雅乐在南梁的发展对隋

朝雅乐影响颇深，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

提到：“隋之雅乐系统实由粱、陈而传。”⑤

综上所述，南朝的雅乐是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在汉

魏雅乐的基础上发展，总体呈现以下特点：其一，雅乐

的发展呈现繁荣之势。自刘宋建国初始复建雅乐，到齐

武帝进一步推进，梁武帝时期发展至顶峰；其二，融入

俗乐、佛教音乐等多种音乐元素，使得雅乐内容更加丰

富；其三，雅乐进一步俗乐化，具有娱乐倾向。

三、南北朝雅乐的史学意义

南北朝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形成南朝北朝对峙的局面。北朝受到鲜卑人的影响，政

权由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被北齐、北周取代。南

朝先后建立刘宋、南齐、南梁、陈四个汉族政权。在文

化发展的场合中，政权的更替和多民族文化的交相发展，

必然导致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从统治者对雅乐的态度出发，雅乐在南北朝时期受

到各朝统治者的支持。南北朝之前，由于战乱频繁，雅

乐的发展停滞不前。随着南北朝政权的建立，社会逐渐

趋于稳定，统治者重视礼乐文化的发展，采取各种恢复

雅乐的措施，例如北魏雅乐仿汉魏雅乐制定；梁武帝弘

扬古乐，设立宗庙、学管等方式推动雅乐的发展。

从南北朝雅乐发展元素看，南北朝的雅乐受到俗乐

和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更加丰富。北朝作为鲜卑族政

权统治的地区，沿袭汉魏雅乐传统，使胡乐纳入雅乐体

系。南朝地区，有吴歌、清商乐等俗乐的兴起，雅乐与

俗乐相互渗透。为雅乐的音乐建构提供了多样性的元素。

在音乐功用方面，雅乐从专门的仪式音乐，多了

娱乐性的作用。在西周建立雅乐时，雅乐具有“典雅纯

正”之意，重视教育和仪式作用，忽略其艺术性，以和

平中正为原则，以庄重肃穆为标准。南北朝时期，随着

雅乐的发展，受到胡乐、俗乐的影响，雅乐也具有艺术

性的发展，为娱乐服务，雅乐俗乐的界限逐渐模糊。雅

乐在发展中逐渐经典化，俗乐的发展更加具有艺术性。

四、结语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第一次是皇帝、

炎帝时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次是魏晋南北

朝时期。通过上文的论述，对南北朝时期的雅乐有简单

的了解，在此做出总结。

北朝的雅乐承袭中原地区的部分雅乐，随着雅乐的

发展，由于北方政权接壤西域，所以雅乐不仅融入胡乐，

而且受到西域音乐的影响，南梁的清商乐、吴歌也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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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雅乐产生影响。北朝的雅乐从最初音乐内容的单调，

融入多元素的文化，雅乐类型更加丰富多彩。

南朝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沿袭汉魏雅乐，自东晋之

后，社会相对稳定，较北朝而言，雅乐得到更好的发展。

刘宋建国初始，对雅乐进一步建设，南梁时期，雅乐进

入发展高峰，梁武帝自身通晓律制，大力发展雅乐。这

个时期，清商乐、吴歌、南曲也发展起来，雅乐的发展

受到俗乐的影响，出现雅乐俗乐共同发展，出现雅乐具

有通俗性，俗乐具有艺术性的倾向。

自西周雅乐建立以来，雅乐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南北朝时期的雅乐，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在这个

民族大融合时期，雅乐的发展注入更多新的元素，形成

南北朝时期雅乐多样化的艺术特诊，构建成一个新的艺

术体系。北朝时期，战乱频繁，通过音乐的交流融合，

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促进多民族融合。在南方音乐

繁荣发展的背景下，雅乐受到俗乐的影响，呈现雅俗并

进的趋势。

南北朝时期雅乐发展的艺术特色，影响到隋唐雅乐

的进程。隋唐雅乐是在南北朝雅乐的基础上形成的。自

两汉以来，雅乐作为宫廷音乐之外，也受到民间音乐的

影响，形式和内容更加多样、灵活。隋唐雅乐的盛世不

是一凑而就的，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积淀形成。南北朝雅

乐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为后世雅乐的发展

和变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唐）魏征撰 . 隋书第 1 册 [M]. 北京：中华书局，

2019.01：332-333.

②（唐）魏徵等 . 隋书·音乐志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313.

③（唐）魏征：《隋书》卷一四《音乐中》，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年，第 331 页 .

④四厢：厢乐制度是以“厢”为单位的用乐制度体

系，由黄钟厢、太簇厢、姑冼厢、蕤宾厢组成，每厢一

宫，四厢可单独使用。

⑤陈寅恪著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M]. 北京：北京出

版社，1943.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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