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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論文以魏晉樂論與樂賦作為研討對象，而以音樂審美為探討目標，通過對文本的解析，

致力於以下三個主要工作：第一、企圖證明魏晉的音樂審美並非如前人的研究成果，只呈現一

種境界型態的表現。此篇論文則希望藉由樂賦材料的援引，能尋找出境界型態之外的音樂鑑賞。

第二、魏晉樂論與樂賦兩者必然呈現不同的音樂審美意識，那兩者將如何各自表述？其所承為

何？兩者將呈現如何不同的審美情趣？第三、魏晉樂論與樂賦，在各自表述的情況下，又將如

何呈顯魏晉音樂審美的時代性？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其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魏晉「樂論」與「樂賦」並列探討的用意，並略述魏晉以前至魏

晉時代「音樂」概念之發展，以及概述魏晉音樂變遷背景，以作為對於魏晉「樂論」與「樂賦」

的先備理解。之後再述及前人對於魏晉音樂研究之成果，並說明從此些成果中，魏晉樂論與樂

賦尚可研究之部分以及此論文研究之旨趣。

第二章題為「魏晉樂論與樂賦之音樂審美體驗」以審美體驗為切入點，從體驗的情感性以

及體驗的超越性來理解魏晉樂論與樂賦的音樂審美體驗。本章共分為兩個部分探討：

第一部分題為：「魏晉樂論完成人之復歸的音樂審美體驗」，透過對魏晉樂論音樂審美準則

的分析，以進入魏晉樂論所呈顯的音樂審美體驗。阮籍〈樂論〉對於音樂美的認定依人文涉入

的深淺，而有價值性的判斷，音樂之美，不在於音樂本身，而在於倫理道德的成就與否，此為

儒家的樂教思想。然而在音樂審美的體驗上，卻以自然無欲、心平氣定、論樂須得性為體驗

原則，此則援用道家自然觀的思想。嵇康〈聲無哀樂論〉以為音樂美的認定在於音樂本身，

於人心、道德無關。而在音樂的審美上，援用莊子主體境界的「天籟」思想，追求心在

無待的情況下，循性而動以進入音樂自然之和的音樂審美體驗。阮籍、嵇康在音樂審美的體驗

上無論是出於「自然之道」或「心之無待」的音樂審美準則，都是在追求自然人性的復歸，而

這樣的復歸有著「同歸老莊」的思想傾向。

第二部分題為：「魏晉樂賦感興式的音樂審美體驗」，主要是透過魏晉樂賦的創作型態：結

構模式與譬喻徵引之運用，以了解到魏晉樂賦的音樂審美體驗為感興式的審美體驗，並進一步

分析出在魏晉樂賦創作程式的結構象徵以及「譬」、「類」取引的想像上，樂賦創作型態與音樂

審美之關係。就樂賦的結構模式而言，共分為五個進程，而這五個進程剛好架構出聆聽音樂時

循序鑑賞的進路。而樂賦中所呈顯的鑑賞進路帶著一種神話精神以及遊仙色彩，而神話的精神

顯然承自「楚辭」，而遊仙色彩則受了當時遊仙思潮的影響。至於譬喻徵引的修辭，呈顯出歷史

積澱以及個體直觀兩種的審美方式，魏晉人透過此兩種審美方式，達到精神與音樂融於一體的

意境。



第三章題為：「魏晉樂論與樂賦之音樂審美理想」，音樂與人與社會之美相結合的觀念對中

國音樂審美理想的影響深遠，因此本章在探討魏晉樂論與樂賦的音樂審美理想時，必以人格理

想與社會理想為切入點，如此才能探究出魏晉樂論與樂賦的音樂審美理想的深刻內涵。本章共

分為兩個部分探討：

第一部分題為：「魏晉樂論以『和』為依歸的音樂審美理想」，此部分以「樂」、「禮」、「和」

為切入點，以了解魏晉時代禮樂關係的改變，以及這樣的改變所突顯魏晉音樂審美理想的時代

性所在。阮籍、嵇康所追求的審美理想不再只是「禮樂」所呈現的「人和」之美，而是追

求人、樂、天結合的「天和」之美，因此注重主體境界的實踐。阮籍、嵇康援用莊子氣化的

觀念，認為與「道」同一的「氣」，是「道」生萬物時下注於萬物個體的精微之質，是萬事萬物

縱向橫向的感通基礎。所以人之氣與樂之氣能透過橫向的感通方式，達到人與樂的結合，因此

當人樂相應時，也就可以透過「氣」的縱向感通，而與「道」冥合。道、氣在統攝、調節陰陽

的歷程中產生一種「和」的全體觀照，使得音樂與人因同根、同構的「氣」而交感共鳴，而呈

顯「和」之全體觀照的審美理想境界。此時每一個個體生命都以「天和」的主體境界處於人

世間，於是群體的集合奠基於每個個體的諧和上，那社會自然而然也就呈現人人相和的景況，

「人和」的理想也隨之實現。

第二部分題為：「魏晉樂賦音樂審美理想中空間與人格的論述」，此部分對於魏晉樂賦的研

究旨趣，由「理想」的追求出發，力求從文化背景的角度探索魏晉人對於理想空間以及人格理

想的追求。深入探討之後發現，魏晉人對音樂審美的理想，以一種文學的手法，闢造在現實中

不存在的「純境」、建構自我放逐的精神堡壘，重建一個自然而然、悠遊自在的理想國度。並且

透過對樂器形、神的鑑賞，聯結到魏晉對人格美的追求，依此而溝通了樂與人之間同情共感的

可能，建立起樂與人之間異質同構的審美感應機制。於是樂賦中理想空間與人格理想的建構，

說明了魏晉人企圖藉由音樂進入到一個完滿境界的想望。

第四章題為：「從文體特徵與比較觀點研討魏晉樂論與樂賦的音樂審美取向」，由於文體的

不同，所呈顯出的審美取向必然有不同之處，而「賦體」、「論體」的創作為同一時代，故受時

代思潮的影響又必然有相同的審美取向，故本章欲透過對魏晉樂論與樂賦的文體特徵的探討，

以釐清兩者在音樂審美取向的異同。此章共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題為「魏晉樂論之文體特徵所呈顯之音樂審美型態」，魏晉樂論之文體特徵呈現在

清談、玄學、玄論的連成一系。於是當魏晉樂論以玄論的體式展現，魏晉樂論的本身必然含有

玄學的思想，並在玄學與美學有所連結的情況下，將玄學接軌到音樂審美，而展現有別於樂賦

以賦作體式所表達的審美取向，以及不同於以往的美學觀，其一、平和淡雅的自然之美、其二、

超越有限而達無限的無聲之美。在這兩種美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發現，魏晉樂論將音樂之美定

論在一種平淡、玄遠的空靈之美。

第二部分題為「魏晉樂賦之文體特徵所呈顯之音樂審美型態」，魏晉樂賦以一個「賦」體

的文體特徵，其所呈顯的音樂審美型態，必與其文體的語言風格有著共通的審美意念，而此共

通的審美意念可以歸納出兩個取向：一為以「悲」為美下的「樂（快樂）」之美；另一為以「麗」

為美下的「清」之美。這兩個審美取向乃是一種矛盾的結合，這種矛盾的結合，在魏晉人的眼

中卻再自然不過，而顯其時代特徵。

第三部分題為「從比較觀點評析魏晉樂論與樂賦所呈顯的音樂美學觀」，此節歸納出，樂論

與樂賦的相異觀點在於樂與悲的歧異，以及雅與麗的歧異；而樂論與樂賦的共同觀點上則以「自

然」為美、以「和」為美。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本論文的論述。魏晉的音樂審美並非歷來學者所討論的狀況，只呈現

一種境界型態的表現，從魏晉樂賦來看，魏晉人的音樂審美有著情感豐沛、富於想像、審美多



元的一面。而魏晉「樂論」與「樂賦」確實呈現不同的審美情趣，一從理性出發；一從感性

出發，並且由於審美對象的不同，一為「雅樂」；一為「俗樂」，而更加深兩者在審美情趣上

的區別。再則由於兩者各自承載的思想不同，「樂論」承自「莊子」；「樂賦」承自「楚辭」，

也影響到兩者在音樂審美上的差別。而最重要的是，在魏晉時期是一個「雅樂」式微，「俗樂」

蓬勃發展的時代，所以雖然有「樂論」者對於「雅樂」的衰落力挽狂瀾，但終究抵擋

不住「俗樂」的風行，因此才有「樂賦」的大量寫作，而更勝於「樂論」者，顯然魏晉時

期的音樂審美，不但不僅是一種境界型態審美，恐怕是情感式的審美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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