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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

国
!

良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南阳

CG!*"A

"

!!

摘要!阮籍乐论并不是儒家乐论的简单重复"它在魏晋音乐理论发展史上是具有中介地位的!虽然它也十分
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最好的音乐乃是平和的音乐"音乐应以欢乐为美而不应以悲哀为美!很
明显"它已对儒家乐论作了玄学化的改造!阮籍乐论代表着魏晋时期儒家乐论向玄学乐论的转关"对嵇康乐论的
产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目前学术界对阮籍乐论的创新成就普遍估计过低"这是很不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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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时期#有关音乐乐理的讨论是一个重要
课题&,世说新语1文学-载王导过江#(止道/声无
哀乐0'/养生0'/言尽意0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
所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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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不难得知有关音乐乐理的探讨
在当时士人清谈中的地位&从有关文献来看#当时
流行的主要有四大音乐理论&一是名法乐论#只承
认音乐的娱乐功能#而完全否认它的教化功能#认为
(兴衰在政#乐何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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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音乐对于时代
的兴衰是没有影响的&此以曹魏统治者为代表&二
是儒家乐论#以高堂隆等儒家学者为代表#认为(夫
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存亡之机#恒由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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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教化之功不可抹杀&三是儒玄合流
的乐论#以阮籍为代表#虽然也十分强调音乐的教化
作用#但又认为最好的音乐乃是平和的音乐#音乐应
以欢乐为美#而不应以悲哀为美#已明显对儒家乐论
作了玄学化的改造&四是玄学乐论#以嵇康为代表#

认为乐声不含情感#但却能促导情感的宣泄&虽然
并不完全否定儒家(移风易俗)的乐教理论#但将其
视为(衰弊)时代的产物#对它的否定也是显而易见
的&

阮籍的乐论#主要表现在他的,乐论-中&学术

界现在一般都认为#阮籍的,乐论-应当是他早年的
作品#大概作于正始初年或再略早一些#在时间上是
要比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并序-为早的!一般
认为嵇康的这两篇作品作于正始后期"&关于他这
篇作品在当时的意义#学人早有论及&如高晨阳先
生说.(无论是阮籍的,乐论-#还是他的,通易论-#都
似乎在重复前人之说#散发着一种古代亡灵的陈腐
气氛&但细细品味#从中又可感受一种浓重的'强烈
的时代气息或现实精神&33汉魏之际的政治动乱
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曹魏的名法之治#尽管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同时也造成了君臣离心'上下
失和的局面#远没有实现由大乱到大治的目标&联
系当时的历史状况#不难看出阮籍之说是实有所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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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仅仅把这篇乐论视为对儒家乐论的继承#

只从儒学的重新抬头对于名法之治的否定意义来看
待这篇作品的价值#是不够的&阮籍乐论并不是儒
家乐论的简单重复#它在魏晋音乐理论发展史上是
具有中介地位的&它代表着儒家乐论向玄学乐论的
转关#对于嵇康乐论的产生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的&阮籍生活于魏晋时代#他本人又是一个玄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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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代的刺激而对儒家乐论加以发挥#加以改造#

并为它注入一些新的内容#是毫不奇怪的&目前学
术界对阮籍乐论的创新成就普遍估计过低#这是很
不公允的&

一
!

阮籍乐论的基本内容
对于阮籍的乐论思想#我们应该从以下五个方

面来认识&

首先#魏晋时期首次提出了(至乐)的概念#认为
至乐以和为主#能够使万物邪欲不生#心平气定&如
云.(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好!一作味"#言至
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为滋味也&以此观
之#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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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和)的标准是
什么呢2 它为什么能使人邪欲不生'心平气定呢2

阮籍认为#除了和谐的意义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意义就是平和#甚至这一点还是他更为强调的&因
为他说.(夫雅乐周通则万物和#质静而听不淫#易简
则节制全#静重则服人心.此先王造乐之意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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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又说.(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
便事之节#定顺从之容#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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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又说.(夫/烦奏淫声#汩湮心耳#乃忘平和#

君子弗听0&言正乐通平易简#心澄气清#以闻音律#

出纳五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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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这些论述看#除了(调适)

兼有和谐'平和的意义外#其他词语几乎全部都指向
平和&因为所谓(质静)'(静重)'(通平)#可谓都是
(平和)的代名词#所谓(易简)不仅是促成平和的手
段#而且也同样暗示着平和的特征#而所谓(便事之
节)'(顺从之容)则皆是指音乐的节奏便于表演#音
乐的舞容简顺易从&总而言之#平和乃是圣王之乐
也即至乐的最主要的特征#正因为至乐(通平易简)#

便顺和静#毫不繁促靡乱#所以才具有能使人心平气
定'邪念不生的陶化功能&

其次#认为至乐之和#合天地之体#顺万物之性#

所以才能使万物各保其真'和谐相处&具体一点说#

也就是在阮籍看来#宇宙间最根本的规律就是易简
和静#圣人制乐以和为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正
因如此#所以他说.(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
淡#故五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
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
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

*

C

+

BA

(乾坤)即天地&,周易
1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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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即道
之德#也即宇宙大道之德&,老子-三十五章.(道之
出口#淡乎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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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众所周知#老子之道乃是一

个化生万物的客观实体#所谓(淡乎其无味)乃指它
的无形无名'超乎形色言的&阮籍这里讲(道德平
淡#故五声无味)#其中的(道)可能也指一个客观实
体#但这个实体的特征显然已非老子的原意#它与
,系辞传-所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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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的(太
极)应该是同义的&因为(乾坤易简)乃化用,周易-

的用语#此外阮籍在这一时期还作有,通易论-#思想
基调和,乐论-一样#都是有循于儒家之说的#所以他
在这里所说的(道)不可能是在表征老庄的无为&既
然如此#这里所说的(平淡)'(无味)#当也同样取的
是易简不繁之意&也就是说#依阮籍之意#美好的音
乐所以必须易简不繁#中正平和#这实在是由于对天
地'大道!太极"的取法决定的$美好的音乐只有与天
地'大道!太极"同体#易简不繁#与物无扰#才有可能
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乐#互不犯位#和谐相处&

,周易1系辞上-解释(周易)之(易)说.(易与天地
准#故能弥论天地之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
则易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
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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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G阮籍强调至乐应该以易简为法#认为先
王之乐乃是易简的典范#显然是以,易-解乐#将,易-

理视为音乐制作的最高准则&

那么#至乐何以能获得易简平正#与天地'大道
!太极"同体的特性呢2 对此#阮籍也作了比较详细
的阐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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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
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乱#大小相君"故可得而
平也!若夫空桑之琴"云和之瑟"孤竹之管"泗
滨之磬"其物皆调和淳均者"声相宜也"故必有
常处#以大小相君"应黄钟之气"故必有常数!

有常处"故其器贵重#有常数"故其制不妄!贵
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
系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按,凡不可通"

疑为风%似远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颂+有
分"故人神不杂#节会有数"故曲折不乱#周旋有
度"故頫仰不惑#歌咏有主"故言语不悖!导之
以善"绥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群"

比其文"扶其夭"助其寿"使去风俗之偏习"归圣
王之大化!

-

C

.

B#IB"

在这段文字里#所谓(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意
谓其与宇宙万物相同的是不同的乐器之间也以大小
相君&所谓(八音有本体)#即八音都是由特定的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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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发出的$(五声有自
然)#指宫'商'角'徵'羽五音都有自然一定的乐调&

所谓远物#即远方神异贵重之物&总之#在阮籍眼
里#至乐之所以平和不乱#乃是因为它所用乐器本身
就是对天地万象的模拟#这些乐器以及它们所发之
音的组合本身就是对宇宙以大小相君为主要内容的
和谐秩序的效法&至乐所以能与天地'大道!太极"

同体#其实早在它们所用的器物中就规定下来了&

第三#认为礼乐相须#所治虽异#所期则同&关
于,乐论-写作的缘起#文本一开头就给了明确的交
代&,乐论-一开篇#阮籍就假刘子之口对孔子的礼
乐教化提出疑问说.(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0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0夫礼者#男女之所以别#父子
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为政之
具靡先于此#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也&夫金'石'

丝'竹%%%钟鼓管弦之音#干'戚'羽'旄%%%进退俯
仰之容#有之无益于政#无之何损于化#而曰/移风易
俗#莫善于乐0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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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这一质疑与曹魏名法乐论提
出的(兴衰在政#乐何为也)的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
的&可以说#强调礼法等级的尊严#强调它们的不可
冒犯#这代表了儒家思想比较阳刚的一面$强调音乐
教化#主张用潜移默化的形式对社会的矛盾加以解
决#这则代表了儒家之治比较阴柔的一面&对于前
者#持刑名法术观念的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于后
者#一般来讲名法论者都认为这是假想的'虚无的'

不切实际的&这里的刘子到底是什么人#由于史料
有缺#我们无从得知#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显然
是有代表性的&

那么#阮籍对儒家的礼法观念如何看呢2 实事
求是地讲#虽然阮籍对曹魏的名法之治对乐教的轻
视十分不满#但他对礼法刑政的必要性并未否定&

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学者所倡导的礼乐相须的思想#

他也同样是拥护的&在,乐论-中#他论述乐教与礼
法之治的关系说.(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
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
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车服'旌
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钟磬'鞞鼓'琴瑟'歌舞#乐
之器也&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

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
天下平&昔卫人求繁缨'曲县而孔子叹息#盖惜礼坏
而乐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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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也就是说#礼治与乐教不仅可相
互补充#而且乐教的顺利实现也常常是以严格的礼

法等级秩序在现实中的落实为基础的&据,左传1

成公二年-载#卫国的新筑大夫仲叔于奚#因救援国
卿孙良夫有功#请求得到只有诸侯才能使用的马饰
繁缨和乐器曲县!悬"#卫侯居然同意了#孔子因此为
之叹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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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对此加以转述#显然他对孔
子的礼乐观念是认同的&在,乐论-中#阮籍之所以
反复阐说.(下不思上之声#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争
而忠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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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音乐的使用应当(自上以下#降
杀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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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根据也正在这里&

再如#汉哀帝不好柔靡之音#而罢省乐府#对此
阮籍也是给予认可的#但是由于他(不知制礼乐$正
法不修!按#指音乐的正法不修"#淫声遂起&张放'

淳于长骄纵过度#丙强'景武富溢于世&罢乐之后#

下移!通侈"愈肆)#对此阮籍则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认为.(身不是好而淫乱愈甚者#礼不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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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这
可以说是阮籍礼乐并重思想非常充分的展示&

因此#从根本上说#阮籍并不是要否定当时的等
级制度#他所希望的只是统治者能够刚柔并用#不要
一味地对于臣下实行强硬政策#给臣子们的人格尊
严留出更多一点的空间&如果真是出现了孔子所感
叹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越级用乐的情况#阮籍也
是坚决反对的&阮籍在同一时期所写的,通易论-中
说.(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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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
概是他在当时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

第四#反对郑卫淫乐#认为后王虽因时作乐#但
并不应改变至乐平和的品格&在,乐论-中#阮籍在
反复阐述平正至乐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对以郑卫
之音为代表的淫邪之乐及其危害进行了猛烈的抨
击&他说.(自后衰末之为乐也#其物不真#其器不
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
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童儿相聚以咏
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贱贫#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
万心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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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又说.(其后圣人不作#道德荒坏#政法
不立#化废欲行#各有风俗&故造始之教谓之风#习
而行之谓之俗&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
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轻
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

歌之者流涕#闻之者叹息#背而去之#无不慷慨&怀
永日之娱#抱长夜之叹#相聚而合之#群而习之#靡靡
无已#弃父子之亲#弛君臣之制#匮室家之礼#废耕农
之业#忘终身之乐#崇淫纵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
残#漳'汝之间其民好奔#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抚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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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气发于中#声入于耳#手足飞扬#不觉其骇&好
勇则犯上#淫放则弃亲&犯上则君臣逆#弃亲则父子
乖$乖逆交争#则患生祸起&祸起而意愈异#患生而
虑不同&故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
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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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反对淫乐#是不是就意味着天下从来就只
应使用一种音乐#也即只能使用先王的旧乐呢2 阮
籍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说.

!!

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嬿
也!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也#固上下之
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庙之歌咏成功之绩"宾
响之诗称礼让之则"百姓化其善"异俗服其德#

此淫声之所以薄"正乐之所以贵也!然礼与变
俱"乐与时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异造"非其
相反"应时变也!夫百姓安服淫乱之声"残坏先
王之正"故后王必更作乐"各宣其功德于天下"

通其变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变造歌咏"至
于乐声"平和自若#故黄帝咏云门之神"少昊歌
凤鸟之迹"*咸池+&*六英+之名既变"而黄钟之
宫不改易!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
者不足与论律也!

-

C

.

+)I+!

这也就是说至乐不变的只是它平和的品格#歌
咏之曲则是代有其异的&这里的(异)并不是指曲子
依旧#只换歌词#就像唐宋人填词一样#而是说连歌
咏之曲本身也要加以改变#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
就在通变出新#(使民不倦)&但是#音乐的(平和)之
征却永远也不能改变#这则是由至乐必须与天地'大
道!太极"同体的根本特性决定的&一方面反对繁调
淫声#另一方面又主张因时而变#儒家乐论所以能长
期存在#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显然与其自身含存
一定的辩证性'灵活性也是分不开的&

第五#反对哀悲之乐#认为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
使人快乐&这乃是由阮籍所规定的至乐的性质决定
的&因为在他看来#至乐与天地'大道!太极"同体#

它的最大特征就是淳静易简#中正平和#易简则与物
无扰#平和则调适心意#净化心灵#归本安性#返神得
真&万物既然都能因至乐的陶化各获其真#各顺其
性#各从其命#则它们自然也都应当是无限快乐的&

这种快乐由于发自本性#是人的生命之情的自然无
碍的自由宣泄#因此它自然也是最人文'最人道'最
可贵'最至上的&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快乐能比人
的得性之乐更让他快活呢2 在,乐论-中#阮籍将音

乐'人性'快乐三者合为一体#这确是很有创意的&

阮籍说.(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

*

C

+

B+又说.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
集#故谓之乐也&)

*

C

+

++又说.(夫乐者#天地之体#万
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

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
之性也&)

*

C

+

GB可以说他把心目中的乐的本质揭示得
非常明确&

为了进一步揭示这种音乐的快乐本质#阮籍还
列举了历史上许多悲哀之乐#并对它们进行了逐一
评析&他说.(当夏后之末#舆女万人#衣以文绣#食
以梁肉#端噪晨歌&闻之者忧戚#天下苦其殃#百姓
伤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乐#酒池肉林#夜以继日#

然咨嗟之音未绝#而敌国已收其琴瑟矣&满堂而饮
酒#乐奏而流涕#此非皆有忧者也#则此乐非乐也&

当王莽居臣之时#奏新乐于庙中#闻之者皆为之悲
咽&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房而悲#慷慨长息曰.

/善哉乎< 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0顺帝上恭陵#过
樊衢#闻鸟鸣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鸟声<0使左
右吟之#曰./使丝声若是#岂不乐哉20夫是谓以悲为
乐者也&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2 天下无乐#

而有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亦已难矣&)又说.(流涕感
动#嘘唏伤气#寒暑不适#庶物不遂#虽出丝竹#宜谓
之哀#奈何俯仰叹息以此称乐乎< 昔季流子向风而
鼓琴#听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 亦已
妙矣&0季流子曰./乐谓之善#哀谓之伤$吾为哀伤#

非为善乐也&0以此言之#丝竹不必为乐#歌咏不必为
善也$故墨子之非乐也&悲夫< 以哀为乐者#胡亥耽
哀不变#故愿为黔首$李斯随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呜
乎< 君子可不鉴之哉<)

*

C

+

+BIA**

从美学意义上说#只要能使人的情感顺利宣泄#

不管所宣泄者是哀是喜#应当说都是好的音乐&若
就这一角度讲#则阮籍的观点显然也是片面的&但
是#阮籍能从本乐#也即人的本性之乐的高度来规定
音乐的品性#这一创意的价值显然也是不能予以抹
杀的&

二
!

阮籍乐论的思想意义
对于阮籍,乐论-的思想价值#诚如上文所说#我

们历来的评价都是并不很高的&譬如有的学者说.

(阮氏不过立足于统治者之一面而为不切实际之幻
想而已&阮氏所怀之理想及其持论#恰即自周至汉
儒家礼'乐'刑'政之理想'理论&阮氏之,乐论-#初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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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越出,礼记1乐记-之范围#虽间有所发挥#而其体
统则归于一致33)

*

C

+

A*C这样的评价显然是有失公
允的&先秦两汉的儒家乐论以,礼记1乐记-最为完
备#下面我们就以此为参照#看看阮籍乐论究竟在多
大程度上超出了儒家的藩篱&

首先#二者虽然都认为美好的音乐与天地同体#

但是对这个(体)的认识是不同的&由于对这个(体)

的认识不同#也导致了他们对至乐的评价标准不一
致&具体一点说也就是#,礼记1乐记-虽然也认为
音乐与天地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和#但它所说的这
个(和)主要是谐和#与阮籍所强调的平和含义是不
同的&平和意味着易简不繁#与物无扰#静淡安适#

它明显带有玄学自然无为的色彩&阮籍说.(乾坤易
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不烦则阴
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
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所
谓(同于是乐)#意为人们的心境就像此乐一样平淡&

它与阮籍在另一处所说的(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
定)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阮籍在这里大力强调(自
通)'(自乐)'(而不自知)#并将此恭奉为(自然之
道)#如果否认他与当时玄学思潮的联系#显然是不
恰当的&

,乐记-就不同了#它所说的谐和主要是指各要
素间的有机搭配#协调一致#这在它的具体论述中表
现得非常清楚&如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
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33

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

B

+

A#!*又云.(地气上
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
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

B

+

A#!A又云.(天地
!欣"和#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33

乐之道#归焉耳&)

*

B

+

A#!G很明显#他所说的(和)主要
是谐和相生#是不包含易简无扰之义在里边的&尽
管,乐记-中也有(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

B

+

A#)+的话#

但这一表述不仅只此一见#而且它与全文对天地之
体的描述也是不一致的&

又#从,乐记-与阮籍的用语看#,乐记-用到(中
和)一次#(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

*

B

+

A#C#

$(和
平)一次#(耳目聪明#血气和平)

*

B

+

A#!"

$(平和)一次#

(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
德)

*

B

+

A#!#

&其中#后二者都不是指声音言的&阮籍
,乐论-用到(中和)一次#(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

万物之情)

*

C

+

GB

$(平和)四次#即(圣人立调适之音#

建平和之声)#(歌咏诗曲#将以宣平和#著不逮
也)

*

C

+

BB

#(至于乐声#平和自若)#(乐者#使人精神平
和)#其中第二'四两处虽也指人的精神#但与,乐记-

相比#阮籍对于(平和)的强调显然鲜明得多了&我
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乐记-的(和平)'(平和)也取的
是(中和)的意思#阮籍的(中和)也取的是(平和)的
意思#由他们的论述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当然#阮籍所说的(易简)之理从字面看乃来自
,周易-#,周易-也是儒家的经典#似乎由此不能得出
阮籍乃在以玄解乐的结论&有学者说.(阮籍把圣人
之乐规定为/无味0#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是对老子
这一术语的借用#并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思想体
系&)

*

!

+

#BI#+又说.(阮籍/至乐无欲0的论题与,乐论-

的总体思想是不相符合的#这是阮籍逻辑或思想上
矛盾#这也是阮籍思想没有转到玄学立场上的一个
证据&)

*

!

+

A*)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呢2 其实#儒道两家本来就有相通的一面#有的学者
把,周易-视为道家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魏晋时期玄学把,周易-视为(三玄)之一#原因也在
此&在,乐论-中#阮籍借助,周易-的(易简)之理#来
宣传他的(自通)'(自乐)'(而不自知)的(自然之
道)#来规定至乐淳简不烦'平和淡静'与物无扰的艺
术特质#尽管其导向并不是要诱导人们走向个性解
放#他所崇仰的返性归真也是返归儒家的等级之性'

命分之真#但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已不是正统的儒家
思想#他所走的路子更准确地说乃是一条儒玄合流
的路子#他所说的(无味)'(无欲)与他的易简思想是
并不矛盾的&

其次#阮籍认为万物各有其性#得性则和#失性
则乖#得性则乐#失性则悲#音乐的功能就是要使万
物各复其本#各得其真#各喜所喜#各乐其乐&正是
以此为基础#所以阮籍主张只有让人由衷快乐的音
乐才是至乐#才算达到了音乐的最高境界&客观地
说#美好的音乐使人快乐#这样的思想在,礼记1乐
记-中已有萌芽&,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
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

*

B

+

A#)G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中就包含着至
乐至悦的思想在里边&但是#显而易见#这一思想在
,乐记-中毕竟还只是一个萌芽#甚至可以说连作者
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而阮籍在,乐论-中却对此大加
宣扬#这显然说明他对此已有了理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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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正如上文所说#让人悲哀的音乐在人悲哀
以后留给人的仍然是快乐#阮籍对此加以否定#显然
是有他的片面性的&但是#对于古人思想的评价总
要结合他的时代背景#对待阮籍也同样应这样&阮
籍生活在一个玄曲高奏的时代#他的思想势必要受
到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魏晋玄学自始至终有一个
重要主题#那就是人都应该依照他的本性快乐的生
活#最起码多数玄学家是这样认为的&如,世说新语
1任诞-所载那个(乘兴而来#兴尽而归)的王子猷就
是这样*

A

+

"!#

&又,晋书-王羲之本传载.(羲之既去
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33遍游东
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
死<0)

*

+

+

)A*A也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所以如此#原
因就在于时人认为只有当人们能够得性而生时#才
会是快乐的&既然阮籍坚持只有让人得性归真的音
乐才是好的音乐#那么他把快乐视为至乐的最高境
界显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知道古人论乐#往往是将社会理想与艺术
理想结合起来阐发#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只有在最

理想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并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阮籍在其,乐论-中反复指出至乐只有圣人才能造
出#而圣人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天下的大治#试想在这
种天下大治的社会#人们都能依自己的本性生活#那
他们又哪里还有悲哀和烦恼呢2 有的论者说阮籍至
乐无哀的思想#(纯粹是一种主观上的臆造和虚
构)

*

!

+

+B

#如果从它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来
讲#应当说确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阮籍所追
求的至乐境界以及与它相应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现
实中缺乏可行性#但是作为一种信仰#在曹魏名法之
治造成君臣相猜'士权无着的年代#还是有它的积极
意义的&又#阮籍作此论时#作为曹魏名法之治的对
立面#玄学也已开始盛行#阮籍在当时虽然还不是玄
学阵营里的重要成员#但是说他已经受到玄学思想
的浸润也是完全可信的&他把玄学家们所追求的快
乐人生境界#与艺术结合起来#初步实现了玄学与艺
术的接轨#对玄学思想向艺术的转化做出了有益的
尝试#这对此后魏晋艺术的发展无疑是极具先导意
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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