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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記》

内容概要

成書於西漢時期的《樂記》，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音樂理論專著，在中國音樂美學史中占有獨一無二
的地位。它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兩千年來中國音樂美學理論的發展，至於它的作者則一直存有爭議。郭
沫若認爲是戰國時期的公孫尼子，成書時間亦在戰國。另有學者詳細考證了曆代關於《樂記》作者的
文獻，得出作者爲西漢河間獻王劉德及其門人的結論，這一說法已基本被學術界所接受。

《樂記》也是《禮記》49篇中的一篇。在《禮記》中題作《樂記第十九》，全文大約5000餘字，包
括11個子篇：《樂本篇》、《樂論篇》、《樂禮篇》、《樂施篇》、《樂言篇》、《樂象篇》、《樂
情篇》、《魏文侯篇》、《賓牟賈篇》、《樂化篇》、《師乙篇》等。據西漢劉向說，古代的《樂記
》共23篇，這23篇的篇名都記載於他的《别錄》一書中。《别錄》一書雖已失傳，但唐代的孔穎達作
《禮記注疏》時說，《别錄》所載《樂記》的全部篇目，當時還"總存焉"，從孔穎達的記載看，這23
篇除上述11篇之外，還包括《奏樂篇》、《樂器篇》、《樂作篇》、《意始篇》、《樂穆篇》、《說
律篇》、《季劄篇》、《樂道篇》、《樂義篇》、《昭本篇》、《招頌篇》、《竇公篇》等12篇，
這12篇已失傳。

《樂記》體大精深，以儒家思想爲主，包容其它各派思想，談到音樂的本源、音樂的特點、音樂與政
治的關係、音樂與社會價值、音樂形式與内容的關係等問題，餘篇僅留篇目，由篇名看，涉及樂器演
奏、音樂創造、音律理論等問題。《樂記》作爲先秦儒學的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豐富的美學思想
，對兩多千年來古典音樂的發展有着深刻的影響，並在世界音樂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編輯本段作者與年代

《樂記》批注　　《樂記》的作者和時代問題，從古到今，眾說紛紜。據《漢書·藝文志》載，古樂
早已有了，但後來散失，及秦而頓滅，漢初朝廷"廣開獻書之路"，像河間獻王這樣的人，以其地方的
力量，蒐集古書古樂，他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整理出一部《樂記》來。《漢書
·藝文志》所開列的《王禹記》24篇，有可能就是河間獻王所蒐集和整理的《樂記》，它不屬於漢代
人的新作，而屬於"先秦舊書'。至於劉向校書所得的"《樂記》二十三篇"，這是怎麼回事？

孫堯年在《<樂記>作者問題考辨》一文中說："《樂記》既入中祕，則推斷劉向校得之二十三篇與《
王禹記》同屬一本，並不爲過(惟兩本輾轉流傳，内容難免更動，其不同或不僅一卷之差)。"他的意思
是說，河間獻王獻書到了宮内（中祕），劉向校書中祕，得之而加以校定，這是很可能的。其中雖有
某些更動，但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樂記》應當是河間獻王所獻的"先秦舊書"。正因爲這樣
，所以它才需要蒐集和整理，獻上朝廷。

那麼《樂記》原書的作者是誰呢？據《隋書·音樂志》，南朝的沈約認爲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孫尼子
。唐朝的張守節也說："其《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史記正義)》。據此，郭沫若在《公孫尼
子與其音樂理論》一文中，斷定《樂記》的原作者是公孫尼子。不過，郭沫若說，公孫尼子有可能是
孔子的學生公孫龍，"我疑心七十子里面的'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的怕就是公孫尼。"而且他
也認爲："今存《樂記》，也不一定完全是公孫尼子的東西，由於漢儒的雜抄雜纂，已經把原文混亂了
。"孫堯年不同意說公孫尼於是《樂記》的原作者，孫認爲："《樂記》是西漢中期以前儒家論樂的綜
合著作，主要爲荀子學派的作品。"蔣孔陽支持孫堯年的觀點，認爲："《樂記》所本的原書，是《周
官》及先秦諸子言樂事者。它里面，有孔孟的言論，有荀況的《樂論》，還有《易·系辭傳》、《左
傳》、《呂覽》以至《禮記》中其他各篇有關的文章。正因爲這樣，所以《樂記》有許多地方與它們
相同。因此，《樂記》不是一人一時之作，而是漢初儒者蒐集和整理了先秦談樂的言論、特别是儒家
談樂的言論，綜合起來，編輯成的一部著作。它的原作者，應當是先秦儒者，它的編輯者則是漢初儒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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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記》

我們認爲孫堯年、蔣孔陽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樂記》的成書，可能是在漢初。但它的基本思想，它
的主要章節，卻在戰國後期已經形成。它不是一人一時的著作，主要是荀子學派同時也吸收了陰陽家
等其他學派觀點的儒家著作。它是先秦儒家關於"禮樂"思想的代表性的著作。它對樂的特性及教育作
用、禮樂結合等方面的認識已達到相當完善的水平。

至於《樂記》被補進《史記》那是在其後了。《史記》的《樂書》，基本上取自《樂記》。《史記正
義》談到《樂書》時說："今此文篇次顛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意思是說，《樂書》是褚
少孫編進《史記》的。褚少孫是漢元帝、漢成帝時的博士。《樂記》的傳授者王禹也是成帝時的"謁
者"。因此《樂記》最後成書，約在漢成帝時代。直到漢末，儒家還在對它進行增補編定。
編輯本段基本内容

《樂記》是先秦儒家樂教思想的總結和集大成，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關於樂的起源與本質

《樂記》《聲無哀樂論》注譯　　《樂記》中的"樂"兼指詩、歌、舞三者，但主要以論述音樂爲主。

《樂記》認爲，音樂是通過聲音來表現情的，情來自人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
《樂本》）這打破了以往認爲樂是上天賜予或神聖創造的說法，《樂記》認爲，外界事物的變化使人
的感情產生各種變化，音樂則是這種感情變化的表露。這種感於外物而發的聲音，並不就是"樂"。"聲
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樂本》）這就是說，發出來
的聲音，要能按照宮、商、角、徵、羽排列變化，形成高低抑颺、有節奏的音調，才能稱之爲樂。按
照一定的音調歌唱、演奏，並擧着幹（盾牌）、戚（長柄斧）、羽（鳥羽毛）、旄（牛尾）跳舞，這
就是樂。"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樂化》）樂的最大特點是"和"。《
尚書·堯典》早已有"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的思想。鄭國的史伯(公元前806一前711年)提
出過"和六律以聰耳"的思想，認爲諸多聲音相異相和才能構成動聽的樂曲。（見《國語·鄭語》）。
孔子提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強調情感和理智的平衡和諧。《樂化》繼承與發
展了這一思想，認爲"大樂與天地同和"，"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樂禮》）音樂
猶如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風雨飛動、曰月光照、百化興焉那樣和諧美妙。"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樂論》）和諧而不相損害，這是樂的精神!

《樂記》對音樂特征的認識，不僅比《荀子·樂論》前進了一步，而且比西方的德謨克利特和盧克萊
茨的"摹擬說"也更先進、更合理，是其論述樂對人心理的影響作用以及樂的社會教育功能的基礎。

關於樂對人心理的影響

1．樂能影響人的情感。《樂記》認爲，音樂可以表達情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樂之說
貫乎人情矣。"（《樂情》）"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化》）音樂是人感情的表現，
音樂離不開情感。人生在世，孰能無情，因此人人都需要音樂，"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音樂是人情感的表現，情感能影響音樂，音樂能影響情感，所以不同的情感可以從不同的音樂中表現
出來。"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
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樂本》）意思是說，引起悲哀的情感時，發出焦慮急促的聲音；引起快樂
的情感時，發出舒暢和緩慢的聲音；引起欣喜的情感時，發出粗暴嚴厲的聲音；引起敬重的情感時，
發出直爽莊重的聲音；引起慈愛的情感時，發出柔和的聲音。以上這六種情感和相應的六種聲音的變
化，都不是出於人的本性，都是由感於物發生的，引起哀、樂、喜、怒、敬、愛等不同的情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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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記》

的情感以不同的聲調表現出來。反之，由於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相通的，故表達不同感情的音樂也能
影響聽者的感情，引起聽者的共鳴，正如孔穎達在《樂言》疏上寫道："樂出於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
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樂記》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
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顺成和動之音作，
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樂言》）意思是說，人是有感情沖動和認識的
本能的，但哀、樂、喜、怒的變化是無常的，受了客觀外在事物的影響，才能形成主觀内在的情感和
認識。所以當微弱充滿焦慮的音樂流行時，人民就產生了憂心忡忡的情感；當舒暢、和諧、緩慢、平
易，内容豐富而有鮮明節奏的音樂流行時，人民便感到安康和快樂，當粗壯、威嚴、猛起猛落充滿激
憤的音樂流行時，人民就能剛強而有毅力；當莊重、正直、真誠的音樂流行時，人民就產生嚴肅崇高
的情感；當舒暢、洪亮、流暢、柔和的音樂流行時，人民就會產生慈愛的情感；當邪僻、散亂、淫佚
泛濫的音樂流行時，人民易產生淫亂的情感。

《樂記》批注　　《樂記》強調音樂對情感的影響，這是十分正確的。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當處於
革命高潮時期，或處於抗擊外來侵略者時期，革命歌曲盛行，人民充滿了革命激情，正義感壓倒了一
切歪風邪氣。反之，當靡靡之音或黄色歌曲泛濫時期，許多青少年深受其害，違法亂紀，頹廢堕落，
嚴重地影響社會治安。現代心理學家的研究證明，音樂與情感之間的確存在着一種奇妙的聯繫。如美
國的蘇珊·朗格在《情感與形式》一書中寫道："音樂的音調結構，與人類的情感形式--增強與減弱，
流動與休止，沖突與解決，以及加速、抑制、極度興奮、平緩而微妙的激發、夢的消失等等形式--在
邏輯上有着驚人的一致。這種一致恐怕不是單純的喜悦與悲哀，而是與二者或其中一者在深刻程度上
，在生命感受到的一切事物的強度、簡潔和永恒流動中的一致。這是一種感覺的樣式或邏輯形式。音
樂的樣式正是用純粹的、精神的聲音和寂靜組成的相同形式，音樂是情感生活的音調摹寫。"這段話更
證明了《樂記》強調情感與音樂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的觀點是很深刻的。

2．樂對人的性格、意志的影響。由於音樂是感情的體現，而感情是有個性特征的，所以音樂對人的
性格能發生巨大影響。《樂記》擧了鄭國、宋國、衛國、齊國不同特點的音樂對人意志和性格的影響
的例子："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魏文侯》）意思是說，鄭國的音樂很複雜，使人意志放縱；宋國的音樂很嫵
媚，使人意志消沉；衛國的音樂很急促，使人的意志煩亂；齊國的音樂很古怪，使人意志傲慢。以上
四種音樂，都是以聲色喪志而損害品德的。所以不能登大雅之堂，祭祀時當然不能用這些音樂。《樂
記》還說："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
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師乙》）意思是說，商、齊是兩種來源不同、内容也不同的古
代歌曲，對人的性格產生不同的影響，熟悉商樂的人，遇事而有果斷性；熟悉齊樂的人，見利相讓而
不爭。遇事能果斷的解決，是勇敢的表現；見利相讓是義氣的表現。既勇敢又講義氣的性格，沒有詩
歌的感染力怎能保證形成呢？果斷、勇敢、義氣、謙讓都是人的性格特征，音樂對這些性格特征是有
影響的。《樂記》這種認爲音樂能培養和影響人的性格的觀點是有價值的。

《樂記》還認爲，音樂表演應適合自己的個性特點。"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師乙》)，就是說，
每個人要根據自己的德性來選擇歌曲："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
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
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師乙》）意思是說，寬厚平靜、柔和正直性格的人，宜
於歌唱《頌》；胸懷寬大、直率誠實性格的人，宜於歌唱《大雅》；恭儉好禮性格的人，宜於歌唱《
小雅》，正直平靜，廉潔謙遜性格的人，宜於歌唱《風》；坦率慈愛性格的人，宜於歌唱《商》；溫
良果斷性格的人，宜於歌唱《齊》。《樂記》提出六種性格的人各自宜於歌唱《頌》、《大雅》、《
小雅》、《風》、《商》、《齊》六種詩篇，與《詩經》的同名詩篇是一致的。《樂記》的作者
在2000年前已經發現了性格和音樂之間的關係，提出什麼性格的人宜於唱什麼歌曲的思想，是難能可
貴的。孔子曾認識到樂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但沒有進行更具體的闡述。孟荀發揮了這一思想，荀子的
論述，尤爲詳細。而《樂記》則大大發展了這種觀點，把音樂對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的影響
，論述得更加深入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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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子樂的政治教育與教化功能

1．樂教能促使政治清明，社會秩序穩定。《樂記》認爲，樂是人的感情對外界事物的反映，而樂所
表達的思想感情與人們所處的社會政治狀況是緊密相聯的。"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本》）治世的音樂和安而且快
樂，說明其政治太平和諧；亂世的樂聲悲怨而且憤怒，說明其世政動亂而不協調；臨亡國家的樂音悲
哀而又傷心，說明其世政危險、人民困苦。音樂與世政是相互聯通的。音樂能反映出一個國家社會政
治風俗的盛衰得失。一定的音樂反映一定的"世"。有什麼樣的"世"，就會有什麼樣的音樂。這個"世"包
括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人們的生活狀況。所以說《樂記》的"樂與政通"的觀點和現代人們的"
藝術是生活的一面鏡子"的觀點有些接近了。《樂記》說："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
政，而治道備矣。"（《樂本》）《樂記》希望統治者關心樂，一方面通過樂觀風俗、知盛衰，作爲考
察時政的手段；另一方面亦可以防範與禁止出現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使"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
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樂論》）《樂記》從禮樂配合、禮樂並
重的角度，論述了樂對輔助政治、維護社會穩定所起的特殊作用。

我們知道，禮是關於"尊卑之差上下之制"等級制度和道德行爲規範，這必然是來自外在的對人民的強
制和約束。樂是用高低、強弱、長短不同的音階配合所產生的鏇律和諧。《樂記》強調這種"和"的性
質企圖反映着等級制度的完美性、合理性，試圖表現各階層各階級之間各守其倫、互不沖犯、上下有
序的和諧秩序。希望人們在樂的作用影響下，接受禮所規定的道德倫理規範，從而將人們的倫理同心
理協調統一起來。

《樂記》認爲，禮與樂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它們一個強調同，一個強調異："樂者爲同，禮
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論》）一個講"和"，一個講"序"。"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
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樂論》）"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
人情。"（《樂情》）正是由於禮與樂二者作用不同，所以，在政治倫理上就有不同的影響："禮義立
，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論》）"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
作故文。⋯⋯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樂論》）"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
也。樂極和，禮極顺，内和而外顺，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
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顺。"（《樂化》）這即是說，樂偏重於治心，以情感人
，以德化人，潛移默化地使人"承聽"和顺。禮卻偏重於從外在行爲上規範人，強制人們去尊守。樂從
内，禮從外；樂從情感，禮從理智；樂從潛移默化去感染人，禮從制度規範去強制人。禮樂配合，使
人們内則無怨，外則不爭，使社會呈現一種所謂内和而外顺的禮樂之治的升平景象。總之，禮與樂各
有其本質、特點和作用，同時，又是互相聯繫、不可分割、不可偏廢的。"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樂論》）過於偏重於樂則使人放盪不羈，過於偏重於禮則使人離而不親。"樂極則憂，禮粗則偏。"
（《樂禮》）樂若超過極限，則招致憂亂；禮若沒有節制，則產生邪惡。所以禮樂相輔相成，交互爲
用，不可分離，共爲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重要手段。

荀子曾對禮樂關係有過深刻的論述。《樂記》繼承與發展了這一思想，把禮與樂的關係論述得更加辯
證、完善。由於樂具有如此特殊的作用，因此，《樂記》一再強調統治者要利用樂來教化人民，弘颺
樂教，以樂治國。

《樂記》認爲，樂對人的感情、性格，意志等有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必將擴展到人的心理的各個方
面，從而對人的道德品質發生作用。"樂者，通倫理者也。"（《樂本》）"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顺氣應之；顺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象》）這種影響是
雙向的，一個人内心的道德品質，可以從樂中反映出來。"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樂象》）"樂者，所以象德也"，"觀其舞，知其德"。（《樂施》）樂是道德品質之花。不僅如此，樂對
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都能起到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面表現爲樂能"制欲"。人的感情和欲望有時
會與"天理"發生沖突，如果不對這些欲望加以節制，就會滅絕"天理"，喪失天賦善性，而樂則是以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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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的有效手段。樂能表現"天理"能"平好惡"、"反人道之正"。（《樂本》）所以，《樂記》告誡統治者
務必要運用樂教來移風易俗，使人欲歸其正，"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
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化》）這即是說，樂可以提高人們的内心的修
養，平易、正直、慈愛、善良的心，就會油然而生，因此樂在改變人的氣質、消除人的欲望、培養人
的品德方面，實在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表現爲樂能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人民關係和睦，步調
一致，欣喜歡愛，相親相敬。《樂記》說："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共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樂施》）"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樂象》）此外《樂記》還要求統治者以樂來修身養性，以發出德性的光輝，做到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從而使百姓"莫不承聽"、"莫不承顺"。（《樂化》）

2．樂教的内容與方法。《樂記》強調對音樂内容的控制和挑選，才能進行有成效的樂教。它認爲，
不是所有的音樂都能對人民起到好的教育作用的。應當選用先王所制的"禮樂"、"德音"來教化人民。"
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
詩頌，此之謂德音。"（《魏文侯》）德音包含了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樂化》）
編輯本段樂教任務

《樂記》認爲樂教應包含三個方面的任務：

第一，道德教育。《樂記》強調用"德音"來施教，使人民的言行擧止都符合封建倫理道德規範的要求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幹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樂化》）以樂教來輔助德育，是樂教的主要任務。《樂記》說："唯樂
不可以爲偽"。（《樂象》）隻有音樂是不能作偽的。音樂是品德的花朵，是品德的聲音，是人的德性
的真實的表現，是人的真情的流露。音樂既有披心露腹的抒情作用，又有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音樂
能感化人心，培養人的道德品質，並進而形成道德行爲習慣。總之，《樂記》認爲音樂有助於道德教
育。

第二，音樂知識教育。《樂記》中的樂，是詩，歌、舞三種文化的總匯，它包含着許多音樂、舞蹈、
文化、藝術等多方面的知識與技藝。如"鍾鼓管磬，羽管幹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
文也"。（《樂論》）"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樂象》）進行樂教的過程，也是對人民傳授音樂文
化知識的過程。

第三，情感教育。《樂記》認爲，樂與人的感情密切相關。樂既是人們感情的表現，又能對人的感情
發生深刻的影響。所以，進行樂教的過程，也是對人民進行情感教育的過程。

《樂記》認爲，樂教一定要與禮教相結合，因爲禮樂是相輔相成的，互爲補充的，所以應用平和的、
發自内心的、近乎仁的樂來關懷引導人民百姓，同時又以區别差異的、發乎於外的、近乎義的禮來要
求教導人民百姓才能收到好的教育效果。

《樂記》強調，樂教與禮教相結合，要在特定的場合下進行，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如"樂在宗廟之中
，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顺；在閨門之内，父子兄
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
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化》）君臣在宗廟里祭祀列祖列宗，一起傾聽反映尊卑貴賤的
音樂，才會在君臣之間產生"和敬"的效果；在族長鄉里的特定氣氛中，同族老幼在一起傾聽反映長幼
有序的音樂，才能穫得"和顺"的效果；在家族閨門中，父子兄弟在一起傾聽反映父慈子孝的音樂，才
能穫得"和親"的效果。《樂記》認爲人的聲音與人的感情是一致的。正因爲這樣，所以通過音樂上聲
音的和諧一致，可以達到人們感情上的和諧一致。"審一以定和"，即是說，音樂演奏，應當審定一個
中聲，不過高，不過低，演奏起來，自然"和"。音樂的聲音和諧，它所產生的效果，打動的感情，也
自然和諧。所以《樂記》希望通過音樂演奏的聲音，來使本來不"和"的"父子君臣"能夠"和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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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記》所謂"立樂之方"正在於此。這便是《樂記》闡述的樂教的方法和途徑。
編輯本段影響

總之《樂記》繼承與發展了孔子以來儒家關於音樂的特征、樂教的功用以及内容與形式、美與善、禮
和樂等關係的思想，在闡述"心物感應"的樂的本質方面，在論及音樂對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
活動的影響方面，在突出音樂的政治教育與教化功能方面，在強調音樂對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
社會作用方面，在注重禮樂並重"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其基本思想比在
它之前的儒家著作中都更明確、更豐富、更具體、更深入、更系統，它是中國古代最重要、最系統的
音樂教育思想的論著，至今仍未失去其燦爛的光輝。

在西方，古希臘的德謨克利特有樂論專著《論音樂》，惜已失傳，其思想面貌不得而知，無法與《樂
記》比較。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都有論樂思想，但很不系統，遠沒有《樂記》這樣豐富與完善。古羅
馬裴羅德謨的《論音樂》雖是一部樂論專著，但其主旨在於批判與否定古希臘音樂美育論，而未正面
樹立自己的音樂思想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說，《樂記》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古代音樂思想史及
音樂教育思想史上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但《樂記》把音樂當作封建地主階級手中的工具。《樂記》希望通過音樂教育使"官序貴賤各得其宜"
，要"示後世也有尊卑長幼之序"。《樂記》主張"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就是主張以封建地主階級的"
德"作爲"善"的標准，作爲評價音樂的政治標准。《樂記》認爲音樂是體現"天理"的，亦即天賦善性，"
唯君子爲能知樂"，音樂可以用來表彰君子的德行，宣颺統治者的功業，爲鞏固統治服務。對於廣大人
民來說，音樂則是統治者給予的恩賜，接受樂教的目的是使人民"制欲"、"改過"，從而"無怨"、"不爭"
，顺從統治。所以《樂記》對於三皇五帝以來一切統治階級的音樂，一切對統治階級歌功頌德的音樂
都推崇備至，尊之爲"德音"、相反，對一切民間的音樂，則大加攻擊，斥之爲"奸聲"、"邪音"、"溺音"
、"淫樂"。《樂記》過分強調"樂"必配合於"禮"，"樂"被緊緊綁在"禮"的車子上，使"樂"逐漸失去了它的
獨立性與創造性。《樂記》過分強調"德"和"位"的音樂標准，這也就容易把中國的古代音樂引向庸俗化
和勢利化。中國古代社會的音樂，到了後來，愈來愈衰退，這不能不說和《樂記》所宣颺的"樂"配合"
禮"的思想有些關係。所有這些，都是《樂記》的階級與時代的局限性。

《樂記》以後，嵇康提出"聲無哀樂"論，認爲"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
而後發，則無系於聲音"，他突出了音樂本身的藝術特點，力圖使音樂"越名教而任自然"，並肯定"鄭聲
是音聲之至妙"，這是向《樂記》等儒家傳統音樂思想發起了挑戰。馮夢龍也認爲民間音樂"借男女之
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充分肯定了被儒家傳統音樂思想所否定的"鄭衛之音"、他們對《樂記》思想有
所否定與突破。這樣的觀點，在中國過去是很少的。

《樂記》體大精深，以儒家思想爲主，包容其它各派思想，談到音樂的本源、音樂的特點、音樂與政
治的關係、音樂與社會價值、音樂形式與内容的關係等問題，餘篇僅留篇目，由篇名看，涉及樂器演
奏、音樂創造、音律理論等問題。《樂記》作爲先秦儒學的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豐富的美學思想
，對兩多千年來古典音樂的發展有着深刻的影響，並在世界音樂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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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应该是启蒙版本的，没有注解，只有成段的白话翻译。前几篇还很懂，后几篇就不知所云了，
不过，初读此书，有个印象也好。
2、牟氏弟子or崇拜者写的扯作典范⋯⋯
3、《乐记》以“和”为核心，乐向上以天地的和谐为其本体论基础和创造的规范（1天地本源性的大
和是音乐形式和谐的根源2音乐创造必须契合大化流衍，合天地秩序），向中求人与他人道德的和谐
，向下实现人与自身生命的和谐（1音乐是人本质的自发的需要2音乐可以克服内在世界的紊乱和冲突
）。音乐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群体的“同”即道德的和谐（中），上从天地中求必然的本体之本，下
从内心中求当然的生命之本，此乃《乐记》以乐求“和”的思路。乐和礼不同，礼辨异，乐趋同，礼
是强制的，乐却是通过交感让未发完备之性生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合适之情，因此统治者要推雅乐正声
抑粗声淫曲以实现人的平正和谐、相互仁爱。

Page 8



《樂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