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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朝乐府诗受汉魏乐府遗风的影响，在题目和内容的创作上表现出继承旧诗而生新题的特点，其中既有

以旧题续写旧事者，也有以旧题写新诗者，开拓新题，书写新境的也大有人在。南朝乐府在表现形式上

体现为：游子思妇的爱情表达，爱国主义与现实理想的结合以及战士形象的描绘与边塞景物的结合；内

在思想性上则着重表现鲜明的民族性和文人拟作特有的细腻与惆怅。由此形成了南朝乐府新旧题目交错、

表现内容繁多的文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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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uefu Poems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Yuefu style of Han and Wei Dy-
nasties. In the creation of titles and contents, the Yuefu Poems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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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ing old poems and creating new themes. Some of them continued to write old things with old 
themes, and some of them wrote new poems with old themes, exploring new themes and writing 
new scenes. In the form of expression, the Yuefu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love expression of the wander thinking of their wives, the combination of patriotism and rea-
listic idea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oldier image and frontier scenery; In terms of inner ideology, 
it emphasizes the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exquisite and melancholy characteristic of 
literati’s fictions. Thus formed the Southern Dynasty Yuefu old and new topics interlaced, various 
contents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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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乐府”之名起于汉武帝，武帝设官署采查民风，以供上听，后世遂形成一种“乐府诗体”，其中

既有淳朴直率的民歌，也有文人参与的仿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乐府》篇，其中对“乐府诗”

的起源如是写道：“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簧，气变金石”[1]，因此，我

们不难透过层层叠叠的文字看到乐府诗的内核：其脱胎于质朴民风，成长于文人辞藻，被之以管弦之乐，

以彰诗人志气。随着时代的变迁，乐府诗的体貌也在随着变化，唐人元稹在《古题乐府序》中辨别历代

歌诗之异同时，总结了乐府诗的三种作法，即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寓意古题，刺美见事”、

“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而文人乐府“即事名篇”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为起旧事而以新题记之，

二是开拓题材，赋之新篇。本文通过将南朝乐府与汉魏乐府进行同诗题诗歌内容的继承与变化，以及旧

内容的新书写和诗歌题材的新开拓的比较，来总结出南朝乐府与汉魏乐府同中有异，异中生新的继生关

系。 

2. 南朝乐府对汉魏乐府的继承  

要想探究南朝乐府与汉魏乐府之间的继承关系，就不得不提到“拟篇法”和“赋题法”两个概念。

所谓的“拟篇法”是齐梁诗人创立的一种乐府诗歌创作方法，即为上文元稹提出的“沿袭古题，唱和重

复”法。钱志熙认为：“所谓‘拟乐府’，‘拟’的基本含义就是在诗乐分流之后，以纯粹的书面创作

的形式去摹拟生长于音乐母体中，具有歌辞、舞词等功能的原始乐府诗”[2](P60)，大多是依照古辞的主题

思想和题材内容书写篇章，就出现了本文下面所要总结的：同题同内容的乐府诗作。而“赋题法”则稍

有不同，“赋题”意为以古题为示，大量创作贴合诗题内涵的新辞，钱志熙定义其为“严格地由题面着

笔，按着题目所提示的内容倾向运思庇材”[2](P61)，也就是在乐府古题下描摹故事，加深诗作内容与诗题

的联系。因此，南朝乐府中出现了很多沿用古题而写新事的作品，其诗内容较古辞更合题意，令人读题

即懂。 

2.1. 同题同内容 

《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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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

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首之歌”[3]。汉朝首设“乐府”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采集

民风，以满足皇室贵族对世俗音乐的享乐需求，这一做法使民间的“歌”进入宫廷，为以后的文人拟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乐府”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诗歌题材，各朝沿袭汉朝官制，亦设乐府采诗，进入

南朝后，乐府采诗的主要职能从“观风俗，知厚薄”变成了满足王公贵族们纵情声色、猥亵玩赏的心理

需求，但乐府诗反映民间生活的现实本质未曾改变，因此依旧带着民间疾苦的温度，如《战城南》。 
汉朝与匈奴曾长期处于交战状态，朝廷派兵戍守边关，《战城南》古辞是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代表

之作，通过戍边战士的所见所感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及其带来的惨痛后果。诗作上下部分表现重点不同，

上半首表现战后土地的荒凉恐怖，“禾黍不获”、“野死不葬”，下半首则写平民因战争而不得耕作，

怨声载道，实则暴露了战争苦痛和战后生活的死寂。南朝梁吴均的《战城南》也写战争，从他的诗中我

们能读出大军出战时的迫人气势：“名摄武安将，血汙秦王衣”[4](P408)，不似古辞般悲壮，而是在壮烈

中透出一股报君为国的豪气来，并发誓“无功终不归”[4](P408)。透过二者文字，我们能窥见真实发生的

战争，以及战争给百姓带来的颓唐和荒凉。 
乐府既为搜集民声，那必然少不了征夫思妇的绵绵情谊。《乐府诗集》卷三十八中对《饮马长城窟

行》的注释中记载到：“古辞云：‘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言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

人思念其勤劳而作是曲也。”[4](P47)，因此其中既有思妇对游子的思恋，又有游子对思妇的惦念，二人身

处他乡不得相见，以托人寄来的家书互道眷恋，他乡虽远，要记得好好吃饭，长长思念。南朝梁萧衍仿

《饮马长城窟行》作《青青河畔草》，取古辞上半首之意写思妇之情，无论是征夫久戍不归，还是二人

音信断绝，都与古辞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朝乐府中最常见的题材莫过于男女情爱，《有所思》作为汉乐府中直写男女情爱的辞题，毫无疑

问的被南朝乐府所模仿和拟作。《有所思》古辞先写女子精心为情人准备礼物，用玉和玳瑁装饰，然而

当她的得知男子心有贰意后，又决绝地要将礼物毁掉，一首诗短短几行，将一位妙龄女子热恋、失恋、

眷恋的心理状态，她的爱与恨，决绝与不忍表现得细腻真实、淋漓尽致，女子爱得真挚，恨得也纯粹。

南朝梁沈约的《有所思》也写爱情，但却不似古辞这般惨烈，而是从男子视角出发，写思念远方家乡与

佳人，时节轮转，不得归家，只得寄书与汉使，让自己的乡情与爱恋且随乡书回家一叙。 
南朝乐府中有很多诗篇是直接模仿汉魏乐府的诗题和内容所作，囊括战争徭役、婚姻生活、男女爱

情等题材，正是元稹所提出的“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一类，也是“拟篇法”的创作成果，但是拟作得

并不纯粹，因为在仿作中已经出现了对古辞内容和情调的突破和改变，因此，南朝乐府在题材和诗题方

面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一面。 

2.2. 同题新内容 

元稹所谓的“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与钱志熙提出的“赋题法”之间有一定得有相似之处，都是从

乐府古题出发结构诗篇，这就出现了南朝乐府诗作虽沿用汉魏乐府旧题，但同题不同体的现象。 
以《白头吟》为例，古辞写男女相恋，男子生出他意，女子与之相决绝，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

相离”[4](P57)表明了自己的爱情态度；鲍照的《白头吟》则全然不同，鲍照将其创作成揭露政治黑暗的现

实诗作，尽管自己“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4](P355)，仍不能免受“猜恨”。他写的是正直之士不容

于世，胸中有无限愤慨无处可发的悲愤，愁苦以致白头。《东门行》古辞写贫苦人民“盎中无斗米储，

还视架上无悬衣”[4](P43-44)的贫困潦倒，最终被逼无奈，拔剑而出，铤而走险；南朝鲍照的《东门行》则

写的是离声，是游子远行思乡，肝肠寸断的离愁。再看《白马篇》，此篇最早为曹植所创，其中寄寓了

他的少年热血和雄心壮志，乐观向上的浪漫情调，他一身才华，鲜衣怒马，响亮地喊出自己的雄心和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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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4](P172)；《白马篇》发展到南朝宋袁淑时还只是简单的题材、内容和

思想情调方面的仿作，亦写少年志气，而到鲍照时的《白马篇》，却不再是曹植那般有报国抒才之大志，

而是处处散发着对征战之苦的悲怨，战士陈兵边境，衣服破了无人缝补，楚歌四起，乡情弥漫，朝廷不

恤，但还要坚守军令，战斗到底，虽有“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4](P364)的“壮”，但全诗上下却透

出一股“悲”来。 
类似的同题不同诗者还有《豫章行》和《巫山高》等。《豫章行》古辞写白杨树生得高大，却惨遭

斧斤砍伐，根株分离，不得相连；至西晋傅玄《豫章行苦相篇》则写“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4](P194)，

表现封建女子得不到珍惜，且受尽歧视的情况及其悲惨命运；至南朝陆机、谢灵运，则多以《豫章行》

写年华易逝，容颜不久；《巫山高》古辞写远游之人临水远望，思归故乡，而王融则用《巫山高》古题

吟咏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之巫山神女之典故……以上诗作中，诗歌内容大多是以诗题为主要内

容而的对其含义进行深度扩展和书写，不仅仅局限于诗题的表面意义(如《巫山高》古辞就写行于巫山的

所见所感)，体现出同题南朝乐府在思想倾向和内容选择上对古辞的创新和开拓。 
南朝乐府同汉魏乐府的同题诗大多已经与古辞没有什么大联系了，而是就“题”生发，是为“赋题

法”，这也是南朝乐府的创新所在，南朝乐府创作过程中所运用的“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方法也受到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传统的影响，以题启情，以事作诗。 

3. 南朝乐府诗题新创 

王运熙在《汉魏六朝乐府诗》中说：“我们有理由把整个汉魏六朝诗分为汉魏西晋和东晋南北朝两

个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以清商曲辞为主，后一阶段以清商新声歌辞为主。两个发展阶段的前期，乐府

都采集民歌风谣，民间歌辞是乐府诗的主体，而后文人竟起仿效模拟”[5]。乐府诗歌发展至北朝，还带

有汉乐府的豪迈刚健，这得益于北朝广袤原野上肆意生长的直率心性，北朝时期，民族性格粗豪，崇拜

英雄和武力，游牧文化发展迅速，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呈现出朴素刚健，粗犷豪放的整体风格。而至南

朝，商业都市兴起，市民文化、享乐精神生发，于是乐府诗歌创作呈现出于前朝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格，

这便是南朝乐府的创新所在。南朝乐府诗是汉魏乐府诗发展的新声，是对汉魏乐府的继承与创新，南朝

文人多有拟作，并在思想与内容方面，对汉魏乐府同主题诗歌作出突破。本文将元稹所说的“即事名篇，

无复依傍”分为两种情况，分别是：以新创之题叙写已有之事和以新创之题开拓未写之境，因此在诗作

题目和内容的表现上相对来说都较为新鲜，但在这创新中，我们也能看到汉魏乐府流淌的血脉在南朝乐

府中的传承。 

3.1. 以新题写旧事 

南朝乐府诗中所创新题颇多，但无论如何，乐府民歌的本质并未改变，他仍是“以供上听”和作者

“缘事而发”的工具和产物，因此产生了大量表现封建女子大胆追爱或者惨遭抛弃的民间情诗作品，这

不得不谈谈《子夜歌》和《子夜四时歌》两组诗歌。 
这两组诗歌作为《乐府诗集·清商曲辞》的开篇作品，在南朝乐府中具有极特殊的地位，《子夜歌》

本是吴声歌曲的一种，始于晋代，据说有个叫“子夜”的女子制造了这种声调，这两组诗不像汉魏乐府

一样注重叙事描写，而是通篇以爱情为主题，突出了南朝乐府多情诗的总体特征，也表现了时代背景下

女子丰富而独特的心灵世界。 
首先是其中女性视角的运用，女性视角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楚辞时期，而南朝乐府

中女性视角的独特运用则是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和汉魏乐府中曹植等一批文人以女性视角委婉地抒情言志

有关。在南朝乐府中的女性爱情诗，掺杂着女性独有的柔软和细腻，从而显得更为感性真挚。如《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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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歌·春歌》开篇第一首就是以春天山林中的暗香疏影、鸟啼莺鸣的美丽春景来衬托女子萌动的春心

和感情，又如《子夜歌》其三中：“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4](P246)写男女之间的充满爱意的小动作，

以及女子对情人依恋的举动中透出的“女为悦己者容”的爱情心理，既有女子的小心机，又充满着两情

相悦的心欢喜。《子夜歌》中还有女子大胆表明坚定爱意的诗歌语言，与汉乐府中《上邪》有异曲同工

之妙，如《子夜歌·其三十六》中的千年不变的“北辰星”和《子夜四时歌·冬歌》中以常青不凋的“松

柏”来表现自己情意不变。 
再次是女性独白的独特运用，无论是汉魏乐府还是南朝乐府，描写男女相识、相恋、别离的诗作大

多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叙事，如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中的弃妇与故夫山路相逢的简短问候，在男女的

问答间展开了二人过去的画卷。在《子夜歌》中，凡是表现女性爱情意识的作品，多是委婉羞涩，都以

女子的独白来表现初识、相恋到相思或是情变分别，我们能看到女子以“松柏”喻心意不转，反复表达

自己的深沉爱恋，以求男子怜惜，修成正果，也能看到男子暗生二心后，她们的孤独与苦楚。《子夜歌》

中将女子的坚贞与男子的二心作强烈的对比，表现出女性视角下爱情的来之不易和她们内心痛苦又怨恨

的真实影像。 
虽然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历来不绝，但对比汉魏乐府和南朝乐府我们可以看到，汉魏乐府中表现的

女性更为坚强与决绝，面对男子变心，她们果断斩断情丝，而南朝乐府中的女性则柔软婉转。同时，在

南朝乐府中，多了许多新开创的乐府题目，这既与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吴声歌曲的流行有关，也是南朝作

者们主动创新的结果。 

3.2. 新题材的开拓 

南朝乐府诗的一大开创就在于其对都市商岸内容的描写，这既是南朝乐府在诗歌题材方面的创新，

也是其新创诗题的重点所在。汉魏乐府中也有一些写都市题材的乐府，如《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相

逢行》《煌煌京洛行》等，但鉴于汉魏时期政治并不太平，经济也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因此都市诗中

的描写多是对城中钟鸣鼎食之家的豪奢生活的反复叙述，局限于“黄金为门”、“白玉作堂”的文学想

象，且数量较少，而纵观南朝时期的历史动荡，虽历经宋齐梁陈四朝更迭，但比起同时期的北朝政治局

面，南朝显得相对安宁。 
永嘉南渡后，经济中心也随之转移，南方都市群逐渐发展起来，如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中论述南朝乐府民歌时写道：“虽曰民歌，然实皆都市生活之写真，非所谓两汉田野之作也”[6]，于是

偏安一隅的文人墨客逐渐沉浸于都市的曼声歌舞中，对都市生活享乐的描写也因此体现在乐府诗作中。

首先是南朝乐府中涌现了一批以地名为题的专写都市内容的作品，如西曲中的《石城乐》《襄阳乐》《江

陵乐》《寿阳乐》等。《石城乐》借城旁小店中一女子的眼眸，描写了城中少年们的肆意生活，《江陵

乐·其三》则写城中风光正好，人们相约踏青的闲适春景。除了舒适的描写都市生活，南朝乐府中还记

录了诸多商旅往来贸易的生活场景，如《懊恼歌·其三》：“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

所有二千在”[4](P282)，写出数以千计的商人们不辞辛劳地穿梭在江陵与扬州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三

洲歌》也是一首记载商贸往来的歌曲。《旧唐书·音乐志》卷二十九中记载：“《三洲》，商人歌也。

商人数行巴陵三江之间，因作此歌”[7]，诗中记载了商人们扬帆远航，贸易之途也是风流之途，商人生

活中的玉樽金碗是他们财富的象征，也是他们快意生活的本钱与底气。在描写南朝都市繁华的同时，无

数文人墨客的笔触还在想象曾经繁华的北方城市，在他们诗作中，创作了《长安道》《洛阳道》等描写

长安城和洛阳城都市盛况的文学作品。在南朝乐府的都市描写中，使人们对北方都市形象描写，“是历

史与现实的结合，亦是南朝诗人内心诉求的体现，充满着他们对繁华的都市和安逸享乐生活以及高官厚

禄、平步青云的憧憬与向往”，在诗中构建了“带有历史痕迹又充满南朝士人美化想象的北方都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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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乐府诗在题材方面的另一大开创是神弦歌的创作。神弦歌的产生地域集中在江南，“其俗信鬼

神，好淫祀”[9]，这是与汉魏时期风俗的最大不同。汉魏时期诗人作者们并不好信鬼神之说，而是执着

于个人抱负的实现，因此汉乐府中现实主义倾向较重，但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一直处在发展的过程中，

且在南方发展得尤为突出，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体系崩溃，造成了传统思想价值的重建，佛道大兴，

鬼神观念逐渐渗入人们生活之中，神巫文化发展，体现在乐府诗的创作中就是产生了《神弦歌》组诗。

诗中多表现与生命和死亡相关的话题倾向，如《同生曲》中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早知人命

促，秉烛夜行游。”还有对天上神仙生活的想象，如《圣郎曲》中的：“仙人在郎旁，玉女在郎侧”等。

《神弦歌》组诗以新创之题写全新的内容，以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和清丽自然的艺术风格在南朝乐府和

汉魏乐府诗中展现独特的光芒，成为南朝乐府对汉魏乐府创新的又一大例证。 

4. 南朝乐府与汉魏乐府之比较 

南朝乐府对汉魏乐府的新变在主题和内容上表现在：一、对题目的继承与改写，包括同题同内容诗

和同题新内容诗的创作；二、对内容的创新与开拓，分为以新题写旧事以及新题材的开拓两个方面，而

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思想性上也有所发展。 
首先是表现形式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游子思妇的爱情表达，其二是爱国主义与现

实理想的结合，其三是战士形象的描绘与边塞景物的结合。 
南朝乐府诗中描写爱情时常常写女子单方面的爱恋与愁思，而甚少涉及男子视角，这就形成了一种

以女子居处不动，引申为“家”的文学心理暗示，因此在创作爱情诗作时，常常从女子视角出发，以双

关、隐喻等艺术手法，来表现爱情的缠绵，在涉及漂流在外的游子时，他们常常是羁旅天涯，所隔甚远，

或是了无音信，空劳牵挂，这种情况下的相思，就显得飘渺不定，却又坚定不移，此时诗中的爱情不再

单薄，而是带着经久不变的爱情甚至亲情的厚度。在写到保家卫国的战争或是朝堂之事时，则表现出诗

人爱国的坚定和现实矛盾之间的冲突，如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他在其中有报国的决心，也写到

了门阀制度下，世路艰难，士子出头无日，报国无门的苦闷，更有在仕途中失意，生活贫贱坎坷的艰辛；

《代放歌行》中以“蓼虫”为喻，讽刺奸佞小人为官位名利，蝇营狗苟，揭露时政，抨击黑暗；《白头

吟》中悲叹正直之士不容于世等，表现了他一心为国，却拧不过污浊现实的辛酸。对战争的描写中注重

突出战士形象的同时也描绘了边塞的风光景物，这与诗人自身的戍边经历有关，如吴均《入关》中描绘

了夜间有敌情时“烽火乱如萤”的边塞特有的景象，写“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4](P409)，体现战士

报国的英勇和坚定；刘孝标的《出塞》“绝漠冲风急，交河夜月明”[4](P415)，既有大漠风光，又有行军

辛苦，鲍照的《代苦热行》写南方瘴气之地的苦热特征……这些诗中在写忠君报国的同时也融入了一定

的景物描写，使战士形象有了背景支撑，其艰辛苦劳和卫国决心在文学作品中不再单薄，从而使战士形

象更加感人可信。 
其次内在思想性的创新，着重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性和文人拟作特有的细腻与惆怅。我们不难发现，

在南朝乐府中有关边塞战争的诗多是为了保家卫国平定叛乱，战士退伍后第一选择是回归故里，游子远

游必然思乡，朝臣入仕保定报国决心……这些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家国观念、国家至上大多不脱离儒家入

世的传统理念，在南朝文人们安定下来以后对南朝都市的描写和对北方都市的想象也体现了文人们对国

家强盛的希望和怀念。以鲍照的拟作为例，他的《出自蓟北门行》《苦热行》《结客少年场行》多是对

忠君爱国思想或是对赏罚不均的社会现实的表现和批判。而文人拟作在南朝乐府中占了一大部分，其对

汉乐府同主题诗歌进行的形式主义的模拟所表现的思想内涵大有不同，带着南朝特有的婉约和含蓄。另

外，文人的文学修养和对音韵的注重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文学气息，其遣词造句、文藻运用与民

歌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以沈约为例，他的《江蓠生幽渚》《塘上行》《长歌行》等，其中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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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景”的绝妙结合，对比兴寄托的广泛运用，对其他修辞手法的自然选择，使文人拟作的乐府诗将诗

音表达得淋漓尽致，抒情效果得到更好的表达。 
纵观南朝乐府诗，《子夜歌》系列最接近汉乐府民歌，它朴实、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辞藻堆砌，有

的是劳动人民最朴素的生活体会，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很好的结合在作品中，读来朗朗上口。诗中多运用

双关语和排比句，将对生活、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寄予在质朴的诗句中，隐藏在普通的生活物件里，感情

细腻且真实，而文人拟作多注意思想感情的传递，辞藻的修饰，虽然也反映平凡生活中的点滴，书写平

民日常的感情流露，但是缺少真实的生活场景，终究脱离不开“拟作”的范畴，而当文人自创新题，突

破“拟篇”范畴时，南朝文人乐府才发出独特而耀眼的光芒。汉乐府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他比南朝

乐府更加激烈，也更加昂扬，如今我们在汉乐府中看到的大多是的铿锵风骨，南朝乐府则多是婉转柔肠，

同时也能看到“风骨”下的柔情似海，绵绵情思下的点滴生活，这便是南朝乐府的继承所在，他保留了

汉乐府的“骨气”，为它披上了柔软的血肉，我们不能说汉乐府只有“风骨”，也不能说南朝乐府只有

“血肉”，只能说南朝乐府是扎根于汉乐府颓唐的战后枯骨上新生的皮肉，他柔软，也刚强，我们承认

南朝乐府是汉乐府民歌的继续发扬，在南朝乐府中，现实主义题材继续茁壮成长，民歌精神也随之代代

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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