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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音乐体裁，舞曲歌辞兼具表演艺术、歌辞文学的双重属性。考察汉唐之际舞歌的表演、流传，发现其 

于舞曲本事、叙述内容、主题思想、舞蹈形象、演艺情况等方面，对当时及后代文坛都产生了独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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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曲歌辞是汉唐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类别，与舞蹈艺术 

结合，是其有别于其他类乐府诗的重要特征。《宋书 ·乐 

志》、《南齐书 ·乐志》都对“舞曲”专门著录。《乐府诗集》 

中有“舞曲歌辞”五卷。作为表演艺术，舞歌演奏丰富了社 

会的文化生活；作为文学体式，充实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宝库。 

一 本事及叙述内容的流传及影响 

舞歌的本事，指与舞歌起源直接相关的背景故事，或后 

人对其所作的具有题解性质的说明。《乐府诗集 ·舞曲歌 

辞》所著“雅舞”、“杂舞”两个小类中，“雅舞”(用于郊庙祭 

仪)多无本事或本事流传有限；“杂舞”(用于朝会宴饮)的本 

事流传较广，产生的文学影响也较大。 

舞歌本事的流传对文学创作的最直接影响是，本事作为 

文学素材直接进入诗文创作，其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取用 

本事，作为叙述内容；二是化用本事，以之为典。 

本事作为叙述内容，可举唐代舞曲《何满子》为例。《乐 

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录《何满子》曲调。郭茂倩在题 

序中引苏鹗《杜阳杂编》：“文宗时，宫人沈阿翘为帝舞《何满 

子》，调辞风态，率皆宛畅。”郭氏案：“然则亦舞曲也。” 自 

居易《听歌六绝句 ·何满子》诗序云：“开元中，沧州有歌者 

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元稹也有《何满子 

歌》：“何满能歌能宛转，天宝年 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 

间，水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 

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元、白诗所述 

《何满子》曲名的由来略有不同，但都肯定“临刑进曲”一事。 

看来当时流传的关于《何满子》舞曲的产生故事中，“临刑进 

曲”是共识性情节。 

有时本事为后人所追加或附会，“假本事”的流传对文 

学创作也会产生影响，如汉代宴飨舞曲《公莫舞》。《旧唐书 

· 音乐志》载：“晋、宋谓之《巾舞》。其说云：汉高祖与项籍 

会鸿门，项庄舞剑，将杀高祖，项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语庄 

云：‘公莫’。古人相呼日公，言公莫害汉王也。汉人德之， 

故舞用巾以像项伯衣袖之遗式。”【2 其实，“公莫”乃“公姥” 

之义，与“鸿门宴”全无干涉，只是因为古《巾舞歌》于刘宋时 

已不可解，故而被附会上“项伯起舞”一事。李贺有一篇《公 

莫舞歌》，却完全赋咏“鸿门宴”故事，序云：“《公莫舞歌》者， 

咏项伯翼蔽刘沛公也。会中壮士灼灼于人故无复书，且南北 

乐府率有歌引，贺陋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3 李贺以他 

特有的“奇崛冷艳”之笔，全力渲染“鸿门宴”上剑拔弩张的 

紧张气氛，颂扬项伯起舞、护卫汉王的英雄气概。运用假本 

事，偏离原本事，或对原本事中某些情节进行夸大、生发的文 

学创作，其作品往往带有咏史寄意的意味。 

舞歌本事作为文学素材的第二种情况：化用本事，以之 

为典。《巴渝舞》，本是刘邦平定三秦时得到巴寅人的帮助， 

乐其猛锐，爱其舞，故使乐人习之，巴人歌舞遂进入朝廷音乐 

机关。据王粲《矛渝新福歌》云：“汉初建国家。匡九州。蛮 

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可知演于朝廷的《巴渝舞》重在宣扬 

汉王朝一统天下、震服蛮荆的恢弘气魄。结合《巴渝舞》的 

创制背景，来看谢眺的《出藩曲》： 

云枝紫微内，分组承明阿。飞煌溯极浦，旌节去关河。 

眇眇苍山色，沈沈寒水波。铙音《巴渝 曲》，箫鼓《盛唐歌》。 

夫君迈惟德，江汉仰清和。 

《盛唐歌》，汉武帝元封五年巡狩南方所作，史载：“五年 

冬，(武帝)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舳 

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4 《盛唐歌》的创 

作是以武帝时的强盛国力为背景的，象征国泰民安，治世清 

平。在颂咏汉王朝一统天下、四域安泰的丰功伟业上，《巴渝 

舞》、《盛唐歌》性质相近。谢诗第七、八句以《巴渝舞》、《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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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歌》并举，为诗篇注入一份“平藩”必胜的信心。此外，《巴 

渝舞》作为夷俗之乐进入朝廷乐府，这一事件本身也值得关 

注。唐李德裕《进新旧文十卷状》云：“岂谓击壤庸音，谬入 

帝尧之听，巴渝末曲，猥蒙汉祖之知。”从《巴渝》乐舞的夷俗 

身份出发，审视这一史实。杜牧《王晏实除齐州吴初本巴州 

陈促渝州刺史等制》云：“济南跨河，有兵有赋，巴渝夷俗，慷 

慨豪健，形于乐曲，尔其往哉。”则从赞扬巴人习性方面述说。 

可见，即使对同一舞歌本事的运用，也可从不同方面进行阐 

发。诗文创作中将舞歌本事引为典故，有利于拓展作品的知 

识内涵和情感意蕴。 

除本事外，流传较广的舞歌的叙述内容也会影响后人进 

行乐府歌诗或其他诗文的创作。因舞歌的表演配有舞容，歌 

辞大多具有叙事性或叙事成分。所叙之事又多与舞曲本事、 

舞蹈内容相关 ，故而其叙述内容也常常具有了本事性质。下 

面，谨以《白 舞歌》为例说明。 

《白芝》，始为三国时吴朝舞曲，后来进入晋宫廷，直至 

唐代仍为宫廷舞曲。 ，本麻属，可用以织布，其白而细者为 

纶。“芝”字也常写作“苎”、“芋”。吴地盛产 麻 ，用芝麻织 

布是吴地的生活习性。李白《湖边采莲妇》有“小姑织白 ” 

语。张籍《江南曲》云：“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 

。”芝布的最主要用途就是制作衣衫、巾袍。吴兢《乐府古 

题要解》云：“古词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为乐，其誉白芝 

日：‘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馀作巾。袍以光躯 巾拂 

尘。⋯[ 

《乐府诗集》著录晋至唐五代间《白 舞歌》共46篇，综 

观这些《白芝舞歌》的歌辞文本，内容除赞美白芝舞服外，又 

多提及舞服的裁制活动。如李白《白芝辞》：“吴刀翦彩缝舞 

衣，明妆丽服夺春辉。”王建《白芝歌》：“新缝白 舞衣成，来 

迟邀得吴天迎。”张籍《白 歌》：“裁缝长短不能定，自持刀 

尺向姑前。”这些歌诗对“裁舞衣”动作的描写，受“古词”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 ． 

《白驼舞歌》对舞服有出色描绘，随着该舞歌的流行， 

“白芝衣”在后代逐渐具有了另一种文化内涵：象征高洁的 

品性。唐代诗人雍陶的《公子行》诗云：“公子风流轻锦绣， 

新裁白 作春衣。金鞭留当谁家酒，拂柳穿花信马归。”高 

雅、飘逸的“白 衣”不仅彰显“公子”外在俊秀风神，也暗示 

其品性超凡脱俗。晚唐陆龟蒙以耿介著称，自称：“头方不会 

王门事，尘土空缁白苎衣。”以“白苎衣”自比，自信只要内心 

清正，一任尘土污沾。“白芝衣”这一文化 内涵 的形成，与 

《白 舞歌》的流行直接相关，是舞歌叙述内容的流行影响 

文学创作的一个表现。 

舞歌叙述内容对文学创作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莫过 

于歌辞辞句本身的被袭用。如李白《独漉篇》几乎句句袭用 

古辞，现将其与古《独漉篇》并列于下： 

古辞：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 

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风遥 

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帷，谁知无人。夜衣锦绣， 

谁别伪真。刀呜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猛 

虎班班，游戏山问。虎欲啮人，不避豪贤。 

白辞 ：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 

没。越鸟从南来，胡鹰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 

失归路。落叶别树 ，飘零随风，客无所托 ，悲与此同。罗帷舒 

卷，似有人开。明月直人 ，无心可猜。雄剑挂壁，时时龙呜。 

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鹰梦泽，不顾 

鸱鸢。为君一击，抟鹏九天。 

古《拂舞歌 ·独漉篇》至唐代已不被表演，李白此歌为 

旧题拟作。文人拟乐府中袭用古辞辞意外，也袭用辞句本 

身，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李白《独漉篇》的创作是一个极端的 

例子。 

二 主题的流传及影响 

一 般地说，原始舞歌的歌辞内容与乐曲主题是一致的， 

人们对留存下来的舞歌文本的解读，直接影响他们对前代舞 

曲的接受。·但在舞曲流传过程中，原始舞歌的主题在得以一 

定程度延续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变化，这在后世诗文创作 

中都能得到反映。谨以《前溪歌》的流传为例说明。 

《前溪舞》始创于晋代，唐代仍有流传。欧阳予倩《唐代 

舞蹈》说：“唐代将《前溪》列入《清商乐》中，并常被诗人提到一 

⋯ ⋯ 唐代还经常有人表演《前溪舞》。”_6 《乐府诗集》卷四十 

五载无名氏《前溪歌》七首及梁代包明月一首，皆以抒写离 

思、念远怀归为题。无名氏七首之五：“逍遥独桑头 ，东北无 

广亲。黄瓜是小草，春风何足叹，忆汝涕交零。”包明月一首 

云：“当曙与未曙，百鸟啼窗前。独眠抱被叹，忆我怀中依，单 

情何时双?” 

《前溪歌》的抒写离思、念远怀归的主题在后代得到延 

续，“《前溪》”渐成为离思、念归乐舞的代称。南朝及唐五代 

有关《前溪》歌舞的诗赋中，《前溪》往往与《石城》、《子夜》 

等以“苦离声”著称的乐舞并举，具有象征离思、念归抒情符 

号的意义。如庾信《荡子赋》云：“新歌《子夜》，旧舞《前 

溪》，别后关情无复情，奁前明镜不须明。”至唐代，这一符号 

运用更普遍。崔颢《王家少妇》：“舞爱《前溪》绿，歌怜《子 

夜》长。”李商隐《离思》：“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 

储嗣宗《吴宫》：“《前溪》徒自绿，《子夜》不闻歌。”所以，《图 

说中国舞蹈史》在介绍《前溪舞》时说：“《前溪》《子夜》在实 

际文化符号体系中已经成为某种符号化的东西，即感伤、期 

盼的内容与忧郁柔美的形式风格的符号。” 

唐代于竞的《大唐传载》记载：“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 

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 ，江南声妓多 自此 

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8 《前溪》始为吴地湖州一带的民 

间舞乐，此舞以源出之地得名。此后，随着《前溪》妙舞的流 

行，“前溪”这一地名也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在文学创作 

中渐成为别离伤心地的代名词。唐人诗歌创作多有取用这 
一 意象的，如薛涛《寄张元夫》诗：“前溪独立后溪行，鹭识朱 

衣自不惊。借问人间愁寂意，伯牙弦绝已无声。”李成用《江 

南曲》：“白苎不堪论古意，数花犹可醉前溪。孤舟有客归未 

得，乡梦欲成山鸟啼。”温庭筠《送李亿东归》：“别路青青柳 

弱，前溪漠漠苔生。”等等。认识到这一点，有益于我们对这 

些诗歌作品藉以表达的思想情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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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舞蹈形象的流传及影响 

舞蹈动作与歌辞的关系，表现在舞蹈形象与歌辞内容的 

相互理解、阐释上。作为配合舞曲表演的歌辞，对舞容会有 

一 定程度的记录、反映。在某些舞歌舞容失传的情况下，留 

存下来的歌辞文本中所塑造的舞蹈形象，自有非同寻常的价 

值意义。以下举《垂手舞》为例说明。 

《垂手舞》，始盛于南朝齐梁时期，是以“垂手”动作为主 

要舞蹈特征的乐舞表演。《乐府古题要解》说：“《大垂手》、 

《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 清金镇谨《广西通志》中 

载“舞手”之容有五：“一手高举为起手，顺下为垂手，前伸为 

出手 ，两手合举为拱手，相持为挽手。”_l 可知“垂手”的一 

般义为手臂向下，作为舞蹈动作，“垂手”是经过艺术化了的 

舞蹈技法。梁代吴均《小垂手》诗云： 

舞女出西秦，蹑影舞阳春。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 

折腰应两笛，顿足转双巾。蛾眉与曼脸，见此空愁人。 

由“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句，知舞者作“小垂手”动 

作时袖可拂尘，显示出“垂手”是手袖向下而臂膀轻摆的舞 

姿。“垂手”是《垂手舞》最主要的舞蹈特征，舞歌对“垂手” 

舞容的塑造，使得这一舞姿更为生动形象。 

唐代有软舞《垂手罗》，被视为南朝《垂手舞》的遗制。 

除《大垂手》、《小垂手》、《垂手罗》等舞曲外，“垂手”作为舞 

蹈技法在唐代也很盛行，常被采入其他舞曲中。段安节《乐 

府杂录》日：“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 

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 

记。” 1 这里的“大垂手”、“小垂手”显非独立舞曲，而是一 

种舞容，是舞蹈动作之一。大抵中唐以后，因《大垂手》、《小 

垂手》、《垂手罗》等以“垂手”舞姿为特征的舞乐广为流传， 

“垂手”渐成为舞蹈技法的典型动作，应用于不同舞类中。 

南朝以后的咏舞诗、咏物诗中，也有不少取用“垂手”形 

象的，藉之状物抒情，取得很好的表达效果。如王翰《子夜春 

歌》：“桑女淮南曲，金鞍塞北装。行行小垂手，日暮渭川 

阳。”李白《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对客小垂 

手，罗衣舞春风。”自居易《霓裳羽衣歌》：“小垂手后柳无 

力，斜曳裾时云欲生。”诗歌创作中的“垂手”形象，再现《垂 

手舞》的风神仪态，同时也提升了诗歌语言的抒情状物能力。 

如王翰《子夜春歌》中，“行行”二字生动传达了舞蹈场面，从 

中依稀可见舞者婀娜的舞容。白居易以“柳无力”比喻舞女 

的娇柔婉媚，鲍溶诗云“小垂手”能“驻浮云”，看来此舞真是 

妙绝天成了。诗人或借“垂手”摹写舞容，或藉之状物，是舞 

蹈形象进入文学创作对诗歌语言表达能力提升的反映。宋 

胡仔《渔隐丛话》引《洪驹甫诗话》：“潘子真为予言晋公诗： 

‘绿杨垂手舞，黄鸟缓声歌。’乐府有《大垂手》、《小垂手》、 

《前缓声》、《后缓声》，故丁用之，其属对律切如此。” 

四 演艺情况的流传及影响 

具有较高审美能力的文人对听歌看舞有着强烈喜好，他 

们创作配合舞曲的歌辞，也创作了大量具有相当艺术成就的 

观舞诗。《柘枝》是唐代最为流行的舞蹈曲目之一，不仅深 

得皇室宠爱，宫廷外的《柘枝》表演也很有名。唐代诗文中 

直接以《柘枝》为题的就有许多，如自居易有《柘枝词》、《柘 

枝妓》、《看常州柘枝》、《和同州杨侍郎夸柘枝见寄》，张祜 

《观杭州柘枝》、《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观杨瑗柘枝》、《李 

家柘枝》，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沈亚之《柘枝舞赋》等。 

其他间接关涉《柘枝》的作品就更多了。民间的《柘枝舞》极 

为盛行，有专擅《柘枝舞》的“柘枝妓”，也有以表演《柘枝》世 

代传家的乐户，如张祜诗所称“李家柘枝”。一些《柘枝》舞 

人的故事流传开来，成为文坛佳话。如范摅的《云溪友议》 

记载诗人殷尧藩在长沙时，尚书李翱设宴款待他，席上有表 

演柘枝舞的舞女，“非疾而颜色忧悴”，殷尧藩认出舞者竟是 

旧友之女，当场赋诗以赠：“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 

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粉泪双垂。”在座的人也万分震 

惊，不想当日闺门秀女竟沦为舞伎。“李翱即命削丹书，于宾 

馆中择土嫁之。”̈ 施元舆在京城听说了这件事，“驰诗赠李 

公”，诗云：“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谁是蔡邕 

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l 施作将李翱比为迎文姬归汉 

的曹操，一时传为美谈。 

再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蹈。唐舞《剑器》，以开元时 

期公孙大娘的表演最著名。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 

行》诗序说：“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 

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 

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细想当时能作此舞的 

应不止公孙大娘一人，但此舞师徒相传，公孙大娘-N的舞 

蹈应是有些秘技的。当时宫廷内外，元不以能观公孙大娘舞 

《剑器》为荣。司空图《剑器》歌辞说l“楼下公孙昔擅场，空 

教女子爱军装。”就连公孙大娘的舞蹈装束都成为众多女子 

仿效的对象。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蹈，雄壮高妙，后人常视 

其为盛唐精神的体现。《新唐书 ·张旭传》载：“旭自言，始 

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 

器》，得其神。”L1 李白虽高称“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 

孙大娘浑脱舞”，但毕竟还是承认张旭书法与公孙大娘舞 

《剑器》之间的借助关系的，只是为了强调“贵天生”，反用其 

事罢了。《剑器》的流行，体现了盛唐人的高爽豪健气格。 

五十年后，当杜甫回忆起公孙大娘，脑海中虽仍留有她“玉貌 

锦衣”的倩影。郑蜗《津阳门诗》，追忆玄宗朝升平遗事：“都 

卢寻植诚龌龊，公孙剑伎方神奇。”下注：“公孙大娘舞剑，当 

时号为雄妙。”l1州可以说，以公孙大娘舞《剑器》为代表的唐 

代健舞，已成为盛唐风貌及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 

综上，舞曲歌辞作为一种歌舞文学，在它的流传过程中， 

大到文化精神、思想内涵，小到语言词汇、典故运用，对于当 

时及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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