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朝荊楚民歌 西曲歌繁榮的歴史文化背景

梁 恵 敏

  内容提要＝西曲玉代表南朝荊楚民歌最高成就，主要流行書勝曲沢今湖北荊州、鐘祥、嚢虫、

河南郡縣一帯。由於形式新穎，曲調開墾動薙，飛礫社會各階層的廣涯喜愛，寛出現 “家産新道，

人尚俗謡”的繁榮盛況。除了荊楚民歌“尚情”的文化傳統西曲歌繁盛的主要原因還有四個方面:

一是統治者的好尚;二是“新攣”的文學思潮;三是江漢之問猫特地理環境;四是商貿繁榮催生的

休聞文化土壌。由此探討西曲歌繁盛的歴史文化背景，封於我椚認識西曲歌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以及荊楚民歌的羊偏衛攣歴程具有一定的敵迫作用。

  碍子字: 西曲歌  繁榮原因  文化背景

  南朝“西曲”，代表當野駆楚民歌最高成就，習稲“西曲射”，與江南“昊歌”齊名，主要流行匠域

在當今湖北相州、鐘祥、嚢奨、河南郡縣一帯。故《樂府詩集・西書痴》序云:“按西曲歌出於荊、

郵、奨、郵之問，而其断節型置與翻心亦異，故因其方俗而謂之西図心。”飼鳥形式新穎，曲調娩

轄動聴，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極量愛，劉半玉僧庵描絡當時人椚喜好的程度是“家競新津，人尚俗

謡”(1)，可見事時西曲翼端之盛況。聚所周知，幾乎所有的西曲建都離不開一個“情”字，一種以男女

相思相悦、相愛相怨的愛情為主題堕民歌，為何煤絡泄隷r南朝，以至於“迭作並起，流血滋雨”(2)？

我三軍然可以從先秦時《詩》之“二南”與《騒》之《湘君》、《湘夫人》、《山鬼》等作，來追潮江漢

之間民歌手與文人椚的尚情之風，以謹明荊楚民歌歴史悠久的“尚情”文學傳統。然而，煤莱ﾊ從當時

的政治、文化、地理、鰹三等諸因素探討西曲見繁盛的文化背景，可能更有助於我椚加深封西曲歌

的文化意義與審美慣値的認識。

  西曲歌出現空前県単的局面，與上層統治者封俗樂的好尚難曲關係。從西曲歌的作者当無勘注，

大部分作品皆出自帝王、貴族之手，梁簡文豊作《初夜暗》、《烏適量》;梁元応也有《烏棲曲》;梁

武帝作《嚢陽踏銅蹄》、《楊叛兄》，還有彷呉歌之作《子夜四時歌》、《歓聞歌》、《團扇郎》、《碧玉

歌》等，就連他的内人王金珠、包明月也都有彷呉歌的作品;齊武帝作《イ古客樂》;陳後主作《烏

棲曲》、《三州歌》、《楊叛児》。貴族煤卵v減質為寛陵内史時作《石城樂》;宋臨川王劉義慶為南下州

刺史時作《百夜暗》;宋南平穆王劉礫為豫州刺史製作《壽陽樂》;宋随降誕為川州刺史当作《嚢陽

樂》;宋沈仮之鞍兵荊州時作《西烏夜飛》。由此可見上層統治者封俗樂的青目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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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和漢代一様設有樂府求絡¥，負責採集置歌配樂演唱。西曲也好，呉歌也好，也都是通過樂

置薬融剤集而保存下貼的。同様是採集民歌，但各自的目的不同。漢代採集群群的目的煤浴s漢書・

藝文志・詩賦略》謹言:“自孝御立樂府而采歌謡，即興有瀬、代之謳，秦、楚之風 皆志於哀樂，

縁事而鞍，亦可以観風俗知厚薄云。(3)”故漢樂府中反映老百姓生活疾苦的作品居多，煤浴s飲馬長城

窟行》，爲的是家人封遠方親人的思念，反映了人民被征在外或被迫離郷背井的痛苦;《婦病行》孤

住病婦臨終托孤和丈夫為磯兄乞討求飲的情節來，掲示出漢代人民的悲惨境況;《孤兄行》通過孤

児遭豊本虐待的典型事例，以掲露社會之黒暗。而南朝統治者採集民歌則出於浦足其縦情聲色的需

要。《南齊書・薫恵基町》云二“自国大明以來，聲馬所尚，多芸斜影俗。雅樂追剥，鮮有好者。(4)”

面懸肝玉的雅樂因陳輩下訣少生氣，故而不為統治者所望歓，而南方民間産生的新里歌曲，正適合

他椚的味口，於是正樂求覧拒ｦ日適合統治者封生活情調的好尚，普覧ロｱ鞍於男女懸章的歌唱進行採

集、潤色，甚至正接写與…軍縮，以供皇帝、貴族黙然好。i朦歴史文献記載，嗜糞康帝時戸口不漁百

萬，而“太閑雅鄭，元徽時校則，千有引剥(5)”;撃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敷伎藝:楮引回弾琵琶，

王僧慶、柳世隆弾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児舞”(6);齊武帝“後宮萬余人，宮内不容，報時、

景第、暴室皆漏，猶以為週足”(7)，又親“制《佑客思》，使頃樂令劉瑠管弦被之”(8);齊東押脚酷愛

俗樂，為男舞足他自己的嗜欲，“下民、南徐二州橋桁塘壊丁，計功為宜，同坐四鏡，三太樂着衣雑

費”⑨;“(梁)頃日雌鶏揮後宮《呉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賓(徐)勉因此頗好聲酒⑲”。

上有所好，下有所敷，流画所至，鑑俗事情愈熾，西曲歌的尚情之風獲得了滋生繁榮的政治土壌。

愛好樂舞孕窪溜了宴遊崇修的社會風氣，而這年齢書風氣己表明臣事人文精神和道徳難度的改攣，

沈徳潜《読詩埣語》所謂“詩至於宋，性情漸隠，聲色大開，詩運轄關也。”正因煤絡氈C西曲事歌的

興盛，誓事傳統人際倫理和雨性共存生態的図解，糠雨一時期形成的創作方式、審美習慣的野攣。

玉偏種環境中，西豊門，昊歌一様，脱離吟調的境界而進入放歌的状態，其功能也掌側重於野鞍非常

感性的封異性的情感。難平伯先生説:“古代帝王華墨種相反的心理，好雅樂又喜新聲、好雅筆者，

想追捕先代之承正統書函也，鄭聲又誰人不愛？沈鐘編撰《宋書》，批評《二半樂》、《壽陽月》、《皇

師夜飛》淫畦不典正，可是他自己也窟民歌風格的小罪。在萬般皆下品，唯有事書高的時代，屡於

知識葦子園路，高高在上;今年非知識聖子的俗，被埋草鄙賎不能早大雅之堂的東西。其實生理歴

史的錯誤，時代的偏見。雅需要俗，俗也需要雅。Gl)”出於統治者封俗的需要，西曲歌有了一塊最好

的政治文化土壌。

  南朝時期出現要求“新津”的文學思潮，也是西曲歌繁取的一項重要因素。所謂“新攣”，就眠

要求臨時的文學有革新與攣化。封此薫子顯《南曝書・文學傳論》有最明白的説明。他封漢魏南勢

作家作品的特鮎作了一段評慣照隠:“遜辞為理，事久則漬，在乎文章，彌患凡薔。若無新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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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雄i。”他店為歴史上著名作家能才自適，就在於他椚不断創遠近求醇化。這個観劇本身並不払，

關遍在“新誌”的方向與内容。除了薫子顯，南朝主張“新曲”的還有謡扇、張融、瀟綱、継嗣、徐

陵等人。落勢人要求“新地”各有学力的方向，有的人在幽幽上作“新攣”的努力，煤隷似ﾀ文學具有

代表性的人物沈約，野壷融、謝跳創造永明艦，在當時就是被作為“新攣”看待的。《梁書・庚肩吾

傳》読:“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跳、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旧。”有人則以作“宮髄詩”作

為文學的“新攣”，煤来ﾈ徐氏父子為代表的宮艦詩人群髄就是煤絡氈C《転註・徐摘傳》云:“(摘)屡

文好為新攣，不拘薔艦。……摘文髄差別，春坊壷學之，‘宮瞠之號，自注而起。”所謂“不拘菖禮”，

包含了永明髄在内，但“宮膿”當然不同於永明髄。再直路求浴s文賦》為例，他也明確表示:“謝朝

華於己披，敵夕秀於未振”，“錐将軸於予懐，休他人之我先”，把自覧地創新作為寓作指導思想。其

實，要求“新攣”的文學思潮始於三國時代的曹 ，他的《善哉行》:“悲弦激新聲”、《於諜作詩》:

“弦歌奏新曲”，表現封熱愛“新曲”顯而易見。曹 封“新攣”内容與方向説得最明白的是《大締上

様行》:“女蛾長歌，漫吟日商。感心動画，盗雄臣腸。”是《善哉行》其二:“有美一人，娩煤覧ｯ出。

妬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組曲，善為樂方。直弦微妙，清氣含芳。流鄭白痢，度宮中商。感心動

耳，綺麗癖地。”錐然是封俗樂的欣賞與讃揚，將其“新雨”的審美観表虚無遺。當然，這只是“新

攣”之始，到了愚輩時代，以梁簡初巻薫姦謀代表，宜接宣示封文章爲作的看磨浴C他在《誠當陽公

大心書》中略:“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細謹直，文章且須放蕩。”認為文藝創作與思想道徳固

有任何關係，不要太拘束，所以他官裁文學潤礼j的傾向:“未聞吟詠情性，反磁《内則》之篇;操士

卒志，更墓《牛立》之作;遅遅春日，雪輪《錦藏》;湛湛空論，遂同《大空》。”不僅反身潤頼潤C而

且封前代優秀作家作品，既配意習，更要組総。他在《答張績前廊集書》中直:“至煤酪t庭落景，轄

惹承風;秋雨転輪，管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櫻。……寝藁鳩笛，遙脇塞茄。或郷思屈然，或

雄心憤薄。是以沈詠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寓心，因幡而作。”良種“吟詠情性”、“寓目素心，因画論

作”的観鮎在《勧讐論》中又作了進一歩的閲繹:“則多須見意，或古裂今，面当或俗，面浴雷�ﾚ，

詳練達取，然後麗辮方吐，逸韻乃生。”“寓目爲心”説的提出，反映了新鋼派謎語面的現世生活感

受的重視。以梁簡文帝《烏棲曲》為例:

“浮雲似帳月煤礼黶C那能夜夜南陪頭。敵城投泊今行熟寝鞍曲馬暫棲宿。”

“青峰丹髄虫香車，可憐今夜宿侶家。皇家高樹烏欲棲羅帷翠被弟君低。”

“織成屏風金屈曲，殊屑玉船燈前出。相盗氣息望君憐，謡曲含差不自前。”

爲野宿侶家香艶環境，侶家女訓萬種風情，也確實鉤“寓目窩心”的了。

  薫勘当新攣首長有力支持者，其理論和創作都與薫綱相近，他在《金様子・立論》中云:“至百

獣者，惟須綺穀紛披，出征靡曼，唇白道會，情和熟盟。”薫綱、薫繹兄弟的文學観非常接近，薫繹

本人就寓了根多岐古詩，牧録在《玉台新詠》中。薫綱《暗面東尊書》、薫繹《與歯面緯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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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子・立言》，和薫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都提侶以“吟詠情性”為詩歌本質。“吟詠情性”與

“鰹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詩教相背離，而以打爲個人的喜怒哀樂為主，清眼

前景，襲心中情，這是一種文學的当無，髄現的是文直観的進歩與襲展。

  主張“新攣”的文學思潮引導文學創作的宜接成果:

  一結永明髄“四聲”、“八病”的講究，促成了詩歌感喜化的正式形成;

  良主以宮膿詩為代表的《玉台新繭》問世;《階書・鰹籍志》読:“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

清二面制，止乎在席之間;離琢計量，思極閨房之内。後生好事，郵相放習，朝野紛紛，喪家‘宮

燈。”

  三是昊歌西曲影戯榮。《樂府詩集》巻四十四“民商曲芸済”云:“民謡蛮俗，亦総有新聲。”南朝不

出以皇帝為首的皇室成員、王侯貴族贈爵進行呉歌西史的創作，許多文人士大夫事相彷致，即或是

與謝霊運、顔延之合稲“元嘉三大家”的飽照，也彷“委面謝歌謡”昌盛旧俗髄，創作《探知紆曲》，

其中“朱唇動，素腕畢，洛陽少童郡郵女。古稲湶水今白紆，催弦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黄，北

風騙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顯然是學習清三新樂的成果。

  本來在荊楚之地就有喜唱情歌的傳統，南朝時代主張“新攣”的文學思潮，加上荊、郵、奨、郵

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悪血芋継理成章愁事。清人沈徳潜《読詩栫洛黶t読:“詩至於宋，性情漸隠，聲

色大開，詩面輪關也。”其實不猫詩，文、賦論定都出入聲色，極綺靡之能事。陶淵明的《間情賦》、

江滝的《麗幽幽》、山繭的《麗人賦》、徐陵的《鴛鴛賦》、庚信的《蕩子賦》等等，綺語聞情，輕墨

流蕩，都是這一時代“新攣”文學思潮催生的文學作品，西凱歌不煤乱･民間新都罷了。

  西曲形成和興盛之地虫今湖北的追加、鐘祥、嚢奨産量南郵縣一帯，也就是荊楚文化的核心地

帯一江漢画間。南朝時期，荊州和揚州是長江上著名的大都市，“荊、揚二州，戸口半天下，江左

以來，揚州根本，富盛以閏外，至是並分，欲目削臣下之権，而荊、揚盛相此虚耗。(②”這段史實量

的是在政治門事中一種行政庭置的方磨浴C但官所説的荊州與漢代包括雨湖以及今南陽盆地的荊州為

同一地域概念，“荊、揚二州，戸口半天下”，可以想見當時荊州在全國的地位。“荊城跨南楚之富，

揚部十全，昊之沃，魚盤杞梓之利，充初八方，鯨忽布吊之饒，覆衣天下”⑬。西曲白襲端於荊州，詠

唱江陵雲情事，是與豊州猫特的地理、鰹濟、文化條件分不開的。嚢陽在漢献帝初平元年劉表任荊

州刺史時的座所所在ω，古有“北楚”之構，跨荊、網針州，現存嚢陽城東的關帝廟碑文云:“奪方城

之銃秀，納品楚之鐘英。”朱嘉在《朱子語類》巻二中也読:“泣面山川平暖，得天地之中，有中原

氣象，為東南交會慮，書薔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攣，則正胡兵交感沖，又恐無嚥類。”正表明富

岳之特殊的人文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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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嚢面素有“南船北馬、曲射応命”之稲，西接出陳，東面江漢，南通好感，北達宛洛，唐代詩人

王維《漢江臨浸》所謂“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形象地描三三嚢陽猫特的地理優勢，所以，當

時無論是沿漢水而下從西北入境的商頁，還是東南潮漢水回上的遊客皆至嚢陽停敏，嚢陽便成為

連接南北的重要商業城市。西曲歌在嚢陽流行的曲目甚多，煤浴s嚢陽白銅軽》，是一種載歌載舞的

霜害小見足脛系以銅鈴，蔓足賜踏歌聲與鈴聲相鷹。在唐代還能見到宣的遺風李白在《嚢陽

曲》中断有“歌舞白銅蝦…”愚詠。李白山男一首《嚢謡歌》曲道類似的描給:“嚢陽小児齊拍手，欄

街事唱白銅彰………”可頬嚢陽画児歌選詩人垣下了多磨深刻遊印象壌陽之所以成北西曲歌的昌盛忌

地，與其悠久的歴史文化和得天盛厚的地理環境深有位係。

  長江、漢水貫通謀楚大地，而荊楚乃水郷澤國，河湖港漢甚多，城市出城市之問，水上交通非

常頻繁便利。人民因水温居，因舟而漁水邊生活、船家風情自然十分濃烈，從而自然形成以水為

主導的民望習俗，這正是滋生西曲面文化土壌。這些民風民俗集中表現干長江與丁霊之濱藍汁多重

鎮，那磨，西曲歌歌詞内容也大都反映水路幅頁與家人或情人勾画士別緒也就成虫極其自然的文化

現象了。煤浴s三洲歌》三首，就是商人歌，《樂府詩集》引《唐虞・樂志》云:“《三洲》，商人歌出。”

又引《古今樂録》云:“《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

  髄帆的地理環境，使荊楚文化具有散鞍性與交融性。在春秋時代，各人己能面“南風”，《左傳》

載各人聞応師北伐，各樂師師祝歌萄吉凶後山:“不害。吾駿歌北風，三盛南風，南風不出，二死聲，

楚必無功。”岳見南楚之歌曲自賠傳至北方各國了。在屈原的時代，《楚欝・招魂》面心血豆接受各

地音樂舞磯曲記載:“黒蓋面面，奏大呂些。士女幽妙，乱而内分些。放陳組縷，班其相紛些。鄭

衛三瀬，來雑陳些。”呉地的霊歌、臨地的歌曲，鄭、衛舞躇，虚血楚國流行。軍就楚話語的關係無

論，自豆州湖長江而上経枝城，過宜昌，入三峡，達巫山奉節，引舟揖之便，古往今來文化交流就

十分頻繁。古川細叙萬縣、奉節等地為荊州府管轄，荊州與川東郭西之民心僅同台北方語系中的西

南官話，而且風俗接近，《感心歯応・戦歴》所謂:“江州以東，濱江山瞼，其人半面姿態比重”;《漢

書・地理志》所謂:荊楚“並並愉同俗”，清末楊銃秀《東湖竹枝詞》所謂“眠江千里折流出，江饒孤

城萬i堅中。暫駐白票軒問郷俗，楚風半面蜀人風”是也。

  在正長的歴史文化進立中，血温地域内文化的重合交叉，文化内核中的深層融合，民族間的聯

南通婚以及習俗上番匠化混同，使西抗血自然直感人民大衆的生活交往中從此地流向彼地，由原生

態攣成再生層。蜀置市楚歌就盛儀了這一粘。當官賊曲也會山幕嚢沿江漢富商頁椚東面長江下血的

各地魑，故西曲雌束髪干荊楚癖地，但在其流播過程中，輻射自盛匿域，昊歌與誌面非常相似国論，

也転回互融匪的結果。

四

煤卵O所述，由打払楚猫特的地理位置與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加上江漢平原乃魚米之郷，物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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豊盛，商業酒面。使荊州成了内揚州娩美的商貿繁榮癖地。翁面於《南齊書・州郡志》有“江迎大

島，面癖荊、揚”之読。商跡乗榮，自然帯來豊富的物産與和襲達的手工業。伴随商業貿易繁榮的宜

接蜜蝋，就是各種休聞娯樂形式煤莱J後春副帥地積勃興起。李延壽在《妾断・官吏傳》的序論中広

読応、齊盛嘉応時読:“方内曇安，眠庶蕃息，……凡百戸毎郷，有市之邑，歌謡舞躍，鰯強磁群，

自由世之極盛也。……永明纏運，……十三年中，百姓無犬吠量器。都邑之盛，士女昌盛，歌聲舞

節，ネ玄同華赦。桃花薪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血非適。”面倒，西曲與昊歌一様，同是商屋首里

直接老生的一種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的霊肉主導者也自然滑面皇帝、貴族、官吏與商頁、大地

当直為代表的権力或金銭的擁有者，以及内生園山些人生活之中的歌妓、泣女、船戸和一般市民，

南朝古歌，大部分就是城市献血繁榮中休聞所樂需要的産物。

  長江血痕從江陵消夏口、建康，或由夏口沿漢水鰹石城，到宜城、裏陽，水陸交通十分方便，所

以荊楚之地出現了三訂州、鐘祥、決球、出口為代表的商業城市。適温下館中良説紅酒緑、輕歌曼

山南商業城市生活的内容和特色，吸引著南瓜途中的商人、イ古客、遊子借此休卜書樂。西曲中娼妓

歌女的情詩，詩人口紐工為娯樂宴會的需要而面的情詩，煤浴s譜面樂》、《叢誌樂》、《江陵樂》、《尋

陽樂》等等都是商業城市文化的産物，流露出商業城市的氣息和情調。張長嘆先生説:“呉歌是昊中

民間歌謡，西曲江島公認郵奨郡間的民需，官椚都是産於具有商業地理的地匿，所以把古血當作反

映商業油漉生活的謳歌，是可以得到更地画影解。……在苦宋齊間，商業昼餉風靡了社會，荊郵奨

郵一帯是商業的繁当地厘。凡慮商業繁榮的地膚，往往充細工官僚、地主、豪商、遠行以及姦邪子

弟，淫婦妖女，男女淫樂。⑮”繁盛的城市商業貿易，為人椚提供了比較豊富的物質生活;儒學衰微

所帯來的開放的恵山形態，也為男女社交提供了自由廣闊的空間。即或小城鎮，或郷村草市，也出

現大量與商貿活動相伴出品的扇面歌舞，掠《南史・循幽幽序》記載:宋武帝時“凡百戸惑所，有

市之邑，歌謡舞躇，鰯虞成婚，蓋宋世塵極盛也。”郷邑智市出現的一些歌舞娯樂節目本座一種古老

的民間垂統，但在南朝谷口出現了更為開放的形態，幽幽與“充滞了官僚、地主、豪商、知行以及淫

雨子弟，淫婦妖女，男女淫樂”的大城市具有根大的不同性，但也説明了商貿活動與人椚休聞娯樂

可謂煤来ﾓ他形，相伴相随。

  五胡爵L華以後，長江流域的江南成為新的政治鰹濟文化中心，以揚州、荊州、嚢陽等許多以商

業貿易雨曝的新興城市堀起，也促成了商人群艦的荒起。《良書・食貨志》云:“人臣商販，不為田

富”，《宋書・周朗傳》亦云:“商販雨痕，飾等王侯。”商人群禮堀起的地厘，意味著這一魑域内人椚

重農輕商観念的徹底改血。煤莱ﾊ説当直各時，還有封商頁餅盤性的規定，煤浴s各通》規定:“檜費者

皆當著白血、白帖，命題前壷費祝詞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藁履”，煤絡沛Q足異履的特殊装束，

地腫在於表明他椚画人一等。那磨，在南朝，三種状況則完全不存在了，煤莱ﾊ説作為皇帝的薫朝巻

在城中街道上“相前面市，販死点馬肉”，面輪臨頭還不忘倣生意，傳為笑柄，但上行下敷，貴族大

臣和地方官吏利用職権兼螢商業卸是非常普遍之事。

  随順商人地位的提升，商人群心的轟轟，與之相嫁的愛情與情愛生活必然要在西曲陸中表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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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也是西曲歌與，昊歌極不相同之虜。

  繹寳月《佑客亭》:

大騙珂峨頭，何虜腰揚州。借問取上郎，見過所歓不？

初鞍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雨煤嵐|林，遷客相尋博。

商人即將開著貨船到揚州去倣生意，女人看到富有的商人籍転調情，膝隠情態在商人生活中善意為

典型的。唐人元槙彷作《佑客星》雲:“佑客無住著，有利身則行。出門直火伴，入戸辞父兄。父兄

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管。……”金鐘與女人是商人生活中不可或鉄的雨項

内容，可講説是元槙封商人生活作了極好的藤下。

  紅軍煤浴s重陽樂》七:

揚州蒲鍛環，百鏡雨三叢。不能買將還，空手撹抱儂。

男子去了一趙揚州回來，中蒔没鎌到鐘，反而埋葬本，回家無因為没鏡買蒲鍛環，撹翌春妻子，表

示漱意。子種商人生活也在園曲歌中真作地反映出來。

  從西曲的曲調來看，也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商業文化的遺留，煤浴s嚢陽樂》、《石城樂》、《壽陽樂》、

《江陵樂》、《尋陽樂》、《三洲歌》都窪以地名為曲名。這些地方都是漢江、長江沿岸的城市，或為貨

物轄運姑，或為貨物集散中心，那磨，以這些商業城市作為曲名更能反映以商業鰹濟為基礎的城市

生活。唐代劉禺錫彷西曲《大堤曲》作《堤上行三首》:

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摘堤上櫻。日暮行人事渡急，漿聲幽軋浦中流。

江南江北望煙波，入夜行人相鷹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長堤線野水翠煙，酒舎旗亭次第開。日野上簾招頁客，朝峨大騙落帆來。

由此可見唐代的導爆伍然保持溝南朝時期的商業繁榮，堤上的酒舎、旗亭、櫻宇鱗次櫛比，江中雷

撃早大黙認普洛q摘，從早早晩，行人甚多，以思量急著事渡。歌女椚伴撞著質客的到來，出居“《桃

葉》傳情《竹枝》怨”，一番輕歌曼舞濱染出濃烈的商業城市特有的文化第園。

  當時荊、揚二州商頁雲集，為天下最為旧風暖地，童生之物自然有那些以打爲男女情愛為主的

歌謡。荊楚之地江河湖泊星羅棋怖，水路縦横，舟揖便利，社會安定，物産豊富，商業鞍達，適宜

的輕濟、文化土壌，造成了大量西曲歌的鷹運而生。時至唐代，荊楚之地的経濟景況錐不煤隷似ﾀ時

代，但伍甘煮“章台玉顔年十五，小來能唱西梁曲;教坊大使久知名，郭上詞人歌不足”⑯的景象。

  所以舌振鐸在其《中越俗文野史》中読:“我嘗有一種感覧，覧得昊聲歌曲富於家庭趣味，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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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当則富於頁人思婦的情趣。這大約是因為太湖流域的弓，多駅家而竿遠遊;且太湖裏罫漢錐多，

而一朝鞍可当量至的地方、故其生活安定，而少流動性。長江中流荊楚各地，為砺頭所在，頁客過

往極限，往往一別鰹年。相見不易，思婦情懐，自然要旨昊地不同。(1ガ

  主上所述，皆為西曲直繁榮干荊楚露地的主要的政治、文化、地理、経濟因素，除道上層統治

者的好尚、“新攣”的文學思潮、猫特的人文地理環境以及繁縷的商業鰹濟等構成了西曲歌繁榮的文

化土壌，荊楚文化匠域内本來就保存著濃厚的“尚情”之風，西曲歌不過是在其基礎上所産生的新的

衛三態己。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読:“哀窃究親思賢オ，詠漢籍而思男女，屈、宋之作，干此

起源”。《詩鰹・周回・漢廣》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不可泳

思。江之永 ，不可方思。”把一位無二男子面割浩渤漢月跨甲羅“遊女”，情思纏饒，將無事解脱的

企慕情懐寓得憂量感人;屈原《九紫》清高三曲，備壷情態。爲湘君、湘夫人遠望相思，観流水以

流涕，爲山鬼在孤猫等待中“思公子今徒離憂”，神人之坤軸訴世間男女情腸。宋玉《高唐》、《神女》

超越巫蜆文化的原始形態，以心的形式塑造出“毛嫡障挟，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既温

柔多情，又荘重避難的美妙絶倫的女神形象。到南朝時的西曲歌，描給和打窩商業社會、市井生活

中下層人民鮮活的情愛與愛情，以及結合勢動特鮎來描寓愛情的開朗明快的筆調，更是別有一番情

味。從當時的政治環境、文學思潮、地理特性與鰹濟状況等諸因素探討西曲歌繁盛的原因，封於我

椚認識西田歌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荊楚民歌的叢展衛愛歴程，確實具有一定的敵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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