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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看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互动机制——

以长安、洛阳为例

倪睿棋

杭州外国语学校，浙江杭州，310023；

摘要：气象万千的唐代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本文将立足于唐代音乐文化发展脉络

的研究，围绕从考古发现看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互动机制相关内容展开深入探究。并站在宏观视角对唐

代音乐特点、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原因、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互动机制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系统分

析。又在此基础上，分别陈述了在长安古乐的浸染下，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在唐传乐器和音乐

旋律的寄托中，世界文明得以交融和发展；分析唐代音乐画作，感受音乐经济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唐代宫

廷燕乐和俗乐的带动下，唐代音乐经济和文化得到飞速发展；阅读唐代音乐著作，了解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等

五点互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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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唐代是一个音乐文化发展繁荣，集多民族文化于一

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该阶段不仅继承了隋代等诸多朝代

的音乐文化遗风，也对宋、元、明、清乃至当今社会音

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站在宏观角度上分析可以

得知，唐代音乐文化内容和经济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的作用。本文将从考古发现视角，以长安和洛阳

音乐文化发展为例，对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互动

机制进行系统分析。

1 唐代音乐经济的特点

1.1 规模庞大，受众较广

唐代音乐具有规模庞大，受众较广的特点。通过全

面分析唐代音乐发展脉络可以得知，唐代音乐在初唐时

期已有建树，在盛唐时期，唐代音乐和经济发展均达到

鼎盛阶段，从初唐的宫廷燕乐到盛唐的宫廷燕乐、民间

俗乐百花齐放无不彰显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

1.2 音乐考核制度严格，宫廷音乐流落民间

唐代音乐存在音乐考核制度严格，宫廷音乐流落民

间的特点。唐代在音乐考核上具有明确的分类，考核方

式也有专门的教师进行评测，为了选拔高水准乐师，甚

至设置了“凡习音乐，立师以教，每月考其师之课业，

为上中下三等”等考核制度。在这样严苛的考核制度下，

许多专业水平不高、能力不强的乐师被淘汰，这些宫廷

乐师在流落民间的同时，也将宫廷里的音乐带到人间，

这一现象也直接致使民间俗乐的产生，让唐代音乐文化

发展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1.3 宫廷乐成为支撑体系的专业教育机构

唐代音乐具有宫廷乐成为支撑体系的专业教育机

构的特点。无论是唐太宗、武则天还是唐玄宗都对推行

音乐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盛唐时期，唐玄宗曾组

织、创立和梨园这一音乐教育机构，专门对音乐工作者

进行培训，带领这些音乐工作者排演大型歌舞曲。此类

举措不仅为唐朝培养了一批乐器演奏技巧高超、音乐表

演艺术精湛的乐师，更保证了唐朝音乐繁荣的内在动力，

让音乐能在民间普及开来。

2 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原因

2.1 唐朝国家制度简约，对外贸易发达

唐朝国家制度简约，对外贸易发达是促进唐代音乐

经济与文化繁荣的首要因素。通过教师分析《旧唐书.

食货志》中的史料内容可以得知，唐朝统治者制定了租

庸调法，在一系列制度的推行下，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

增加，社会财富也随之增长。为了减少国家财政收入，

唐朝统治者还严打利用公费进行消费的官员，拒绝一切

奢侈风气，减少了多余人员在宫廷内的消费，为的就是

减少国库的不必要开支。唐朝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简约

的生活风气，并且没有人饿肚子，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得到大幅度提升。这种措施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在对外贸易上，也呈现经济繁荣的商业现象，良好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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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为音乐提供了物质保障。

2.2 王公贵族支持艺术类活动

唐代王公贵族支持艺术类活动，也是促进唐代音乐

经济与文化繁荣的首要因素之一。通过笔者翻阅《旧唐

书.音乐志》史料内容得知，唐朝在政治闲暇时就开展

音乐活动，因为国力强盛，社会各个阶层间有雄厚的财

力和充足的时间来开展艺术活动。此类艺术活动也受到

了王公大臣的支持，并经常自掏腰包为活动助力，这样

不仅省出大量的财力来发展音乐，还能保持艺术活动的

完整性。很多王公大臣都有着极高的音乐造诣，也主张

对音乐艺术进行发展，正是唐朝有这些声音的存在，音

乐发展才能一直稳居第一。在此背景下，唐朝统治者和

王公贵族也以能举办音乐活动为荣，很多王公大臣也在

自己的府邸举办音乐活动，并乐在其中。

2.3 统治者重视推动音乐发展

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之所以能得到繁荣发展，其根

本原因在于统治者重视推动音乐发展。通过笔者仔细翻

阅《旧唐书》得知，唐王朝建立后，祖孝孙得到唐开国

皇帝李渊的信任，被任命为吏部郎中，转任太常少卿，

主管礼乐方面的事务，复活了隋代清商十四调。《隋书.

音乐志》中也曾记载，唐初宫廷音乐家白明达也是隋末

的音乐家，“善作曲，能琵琶”是隋炀帝太常寺中的十

名乐正之一。入唐后，他受到了唐高祖、太宗和高宗祖

孙三代的器重。也正是由于唐统治者重用音乐人才，使

唐太宗时期成为初唐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唐太

宗推行文质并重的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思想上主张

“乐在人和，不由音调”，这为唐代音乐经济发展和文

化的繁荣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3 考古发现下，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互

动机制

3.1 在长安古乐的浸染下，唐代音乐经济与文化得

到快速发展

唐传长安古乐素来有音乐活化石之称，是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首批保护项目。它是以成套乐器再现千年古

乐曲的古老乐种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完整保

存下来的千年宫廷和都市乐种，在世界史学和音乐学界

都享有极高的地位
[1]
。通过深研由西安长安古乐保护开

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教授李铠的《丝绸之路上的活文物

-唐传长安古乐在西安地区的传承与分布》一文可以得

知，唐传长安古乐主要发源于秦地，流传地域为中国唐

朝（公元 618-907）时的京城长安及其郊区，也就是今

天的西安市及其附近。通过考古人员以及长安古乐文化

传承人调查可以得知，西安城内有诸多古乐社和古铜乐

社，这些古乐社在明、清两代时曾继承盛唐遗风，星罗

棋布地分布在棋盘式古城中。古乐社的排练活动于每年

农历五月下旬开始，于六月初前往国光寺举行祈雨奏乐

活动。下山后，便在大街小巷无固定地点，不定时地演

奏。农历六月十七至十九日，西安城内还会举办“通城

古会”活动，活动中，六十余家乐社将遍布全城，在各

自的街坊中搭棚插旗，与长安百姓们共庆这“长安古乐

节日”，尽显唐朝文化与文明传承的荣誉，对推进音乐

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到深远影响。在当今社会，

虽然我们无法亲眼见到盛唐时期音乐经济飞速发展，古

乐社星罗棋布式分布于城中，城内长安古乐余音袅袅、

不绝如缕的文化繁荣盛况，但仍旧能从考古发现和文化

传承中感受到盛唐遗风。

3.2 在唐传乐器和音乐旋律的寄托中，世界文明得

以交融和发展

笔者通过查阅《旧唐书》、《唐朝中日音乐文化交

流中的乐器》、《唐太宗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以佛教、音乐歌舞和社会习俗为例》等文献

可以得知，在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

交通便利的背景下，统治阶级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和

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同亚、非、欧诸多国家保持友好往

来，这一举动，促使唐朝的对外关系和民族关系也出现

繁荣的局面。日本平安时代的琵琶演奏家藤原贞敏曾在

史书《日本三代实录》，以及他本人创作的《琵琶诸调

子品》的《跋文》中曾多次提到他前往中国学习琵琶的

事件。在日本东大寺的宝物殿，至今仍保存着由唐代传

入日本的琵琶、笙、阮等唐乐器。随着玄奘传法，以及

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的加深，一些唐朝乐师也

开始学习演奏西域音乐，唐统治者也会请西域胡人在唐

宫充当乐师。西域和其他多国音乐文化与唐文化的融合

不仅推动了世界文化交融和繁荣发展，对推动世界经济、

贸易的发展也起到深远影响。受唐朝音乐及多元文化魅

力的影响，许多唐朝周边的国家都与唐朝进行贸易往来，

这一现象极大促进了唐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具

有重要价值。

3.3 依托分析唐代音乐画作，感受音乐经济和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唐代音乐文化不仅潜藏在乐器和旋律的传承中，也

潜藏在音乐主题画作中。2014 年，考古队员在西安市长

安区郭新庄发掘了唐代宰相韩休夫妇的墓葬，据相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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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调查和分析得知，该墓葬甬道及墓室内的壁画保存较

为完好，墓葬壁画中呈现出了一幅唐代乐舞图。画面共

绘有男女乐舞伎 14人，其中女子皆为汉人，除补绘的

持竹竿者似为汉人外，其余男子皆为胡人。画面中央有

男女舞伎各一人，相对而舞，女舞伎左边一方毯上有四

名女乐伎，自右而左，依次为弹筝者、拍板者、吹笙者

和弹奏竖箜篌者，最左端站立的女子为歌者。男舞伎右

边的方毯上有五名男乐伎，自左而右依次为执角形竖箜

篌者、弹曲琵琶者、吹排箫者、执小铜钹者及吹奏筚篥

者。其左右补绘两名歌者，方毯前补绘一筝。左部方毯

前原绘有一男童，与右部一兔子彼此呼应。后男童为持

竹竿者所遮蔽，兔子为右部方毯所遮蔽。人物背后绘有

四棵树，可辨者有芭蕉和柳，两侧各绘竹子一丛。画面

下部绘花草和石块。通过分析画作内容可以初步了解韩

休所生活朝代的音乐发展状况。韩休生活在唐玄宗时期，

通过墓葬壁画可以得知，在这一时期，胡音乐文化已经

被引入唐文化中，与唐音乐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其中，

胡腾舞和软舞的对舞形态，就将唐代文化艺术开放包容

的景象和繁荣自信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画作上。此

外，通过对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天平生宝八年六月

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先给圣武天皇遗物中一幅螺钿紫檀

五弦琵琶上装饰的画像进行赏析也可以得知，唐文化不

仅为促进音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促进

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3.4 在唐代宫廷燕乐和俗乐的带动下，唐代音乐经

济和文化得到飞速发展

宫廷燕乐和民间俗乐是唐代音乐两大潮流在洛阳

社会上层和下层交相辉映的完美呈现。通过分析唐代出

土的绿釉执鼓俑、彩绘陶骑马乐俑可以得知，唐朝是我

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背景下，

宫廷燕乐和民间俗乐也作为深受百姓和统治者喜爱的

音乐在唐代得到广泛传承。通过与洛阳老一辈文化传承

人沟通可以得知，唐朝前期一百多年间，社会安定，经

济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当地人民不仅继承了南北朝

的文化传统，还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流范围扩大。

在这种环境下，宫廷燕乐沿用隋九部乐，在唐朝统治阶

层得到广泛传播。直至盛唐时期，唐代开始建立严格的

音乐考核制度，强调“凡习音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

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等制度。在这种严苛的考核

制度下，大量宫廷乐工因跟不上教师的进度而被劝退，

这些老人都流落在民间，因此，造就了宫廷乐传入民间

的说法。也正是因为宫廷乐师的涌入，使宫廷音乐逐渐

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形成民间俗乐艺术。民

间音乐艺术的出现，不仅带动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播和发

展，更为带动音乐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3.5 依托阅读唐代音乐著作，了解音乐文化的发展

脉络

教师可以通过阅读唐代音乐著作，了解音乐文化的

发展脉络。《羯鼓录》是唐朝人南卓在洛阳收人倡议而

撰写的音乐著作，记载了羯鼓的形状、源流、制作材料、

要求、演奏技法和效果
[5]
。通过全面分析《羯鼓录》内

容，可以了解到唐朝时期羯鼓在音乐中的传承和发展，

了解唐代河洛地区社会风气、音乐艺术以及对外文化交

流等方面的情况。通过研读《羯鼓录》，笔者直观感受

到唐朝历代统治者对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也能从不同

角度了解到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轨迹，音乐文化的魅

力跃然纸上。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唐朝作为承接隋朝文化，推进宋、元、

明、清等多朝音乐文化发展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时期，其

音乐文化必然呈现繁荣发展的倾向。当前，唐代音乐经

济与文化繁荣互动机制呈现出在长安古乐的浸染下，唐

代音乐经济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在唐代宫廷燕乐和俗

乐的带动下，唐代音乐经济和文化得到飞速发展；在唐

传乐器和音乐旋律的寄托中，世界文明得以交融和发展

的状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身为唐代音乐传承人的

后辈们也应多学习、了解唐代音乐文化，在唐代音乐文

化的熏陶下，逐渐成长为唐代音乐文化的传承者，让唐

代音乐文化能在中华文化传承道路上得到有效弘扬和

发展，让中国音乐文化能在后辈们的传承和发扬下重返

世界文化之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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