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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拾零 ·

“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
略说

大  明

〈汉书 ·艺文志 ·诗斌 ·序》论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之署 ,云 :“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

之讴 ,奏 、楚之风 ,皆总于哀乐,缘 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 薄厚云。
”
对其中

“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
一语 ,历来的

解释多认为是说乐府砍诗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 ,砍 吟了民生疾苦 ,与 所谓
“
饥者歌其食 ,劳 者歌其事η目类。这实

际上是一种误解。

考汉武帝立乐府、采砍谣之本义 ,乃 是为了夜祭时所用砍乐的需要。此事《史记 ·乐书》、《封禅书》有载 ,《 汉

书 ·礼乐志》言之尤详 ,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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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 ,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

坛。
”
将这段记载与前引《汉书 ·艺文志》一段互参 ,知所谓

“
采歌谣

”
,“ 有代、赵之讴 ,秦 、楚之风

”
,本指用于

“
夜

诵
”
的
“
赵、代、秦、楚之讴

”
。曰

“
采诗夜诵

”
,是指

“
昏祠至明

”
时而歌 ,并非颜师古注所说的

“
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 ,

故于夜中歌诵
”
。而武帝夜祭 ,始采赵、代、秦、楚之讴 ,后 又用司马相如等人所造祭祀新歌 ,曰

“
十九章之歌

”
,即

《汉书 ·礼乐志》所载的《郊祀歌》。

由此观
“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
一语 ,“缘事而发

”
,即 指前引《汉书 ·礼乐志》所说的

“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囡

丘 ,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
”

,“发
”
,发为歌诗之谓也。

“
事

”
,礼也。国之大事有二 ,礼其一也 ,见《周礼 ·小司徒》。

《说文 ·示部》:“ 礼 ,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
”
古言天子有事 ,多 指祭祀活动 ,经 书《易》、《书》、《礼》及《公羊传》有

言,不繁征。雨
“
感于哀乐

”
,则 指祭祀时的一种特定的心理活动 ,即 《礼记 ·祭义》所说的

“
乐以迎来 ,哀以送往

”
。

因为在祭祀时 ,对神的降临 ,当 然万分喜悦 ;而对某离去 ,当 然也就有哀伤之情。这一点 ,《 九歌》中表现得很充分 ,

汉《郊祀歌》亦然 (另刂参拙著《九歌论笺》)。

本来 ,作为礼乐 ,是有两种主要功能的 ,一是祭祀 ,二是教化。对此 ,《 汉书 ·艺文志 ·六艺 ·乐 ·序》引《易
·豫》及《孝经》云 :“《易》曰 :‘先王作乐崇德 ,殷荐之上帝 ,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 ,乐各有名。孔子曰 :‘安

上治民,莫善于礼 ,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
”
故汉武帝之

“
立乐府而采歌谣

”
,用 于祭祀 ,则

“
感于哀

手,缘事而发
”
;又 能够

“
安上治民

`“

移风易俗
”
,即 所谓

“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

”
。两种功能都有 ,故 曰“二者相与

=行
”
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