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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经舞 》约产生于汉代
,

逐渐由民间巫舞发展为宫廷舞蹈
。

《白伫舞 》在唐代前期亦十分兴盛
,

但在中晚唐 时期

则逐渐由无舞的清唱代替
。

唐人在 《白红辞 》的创作 中既有对前代的继承亦有开创
,

许多作品表现 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

有的

诗篇则寓有较深刻的讽谏意义
。

【关键词 」怕伫舞 》 《白伫辞 》 继承 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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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丝
”

是一种细白织品
,

产于吴地
,

同时亦是

一种吴地歌舞名
。

晋代至南朝是 《白丝舞 》的繁荣

时期
。

唐代前期 《白丝舞 》亦流行
,

诗人作 《白丝辞 》

也较多
,

但中晚唐 《白丝 》多作为清唱而无舞的小

曲
,

以至其舞最终消亡
。

唐代 《白丝 》在许多场合皆

有之
,

有时是用作宴饮送酒
,

如陆龟蒙
“

强歌非 白

丝
,

聊以送徐蘸
”

《又次前韵酬广文 》 有时是村郊

野唱
,

如羊士愕
“

亭上一声歌白竺
,

野人归掉也行

迟
”

《野望二首 》 或是士人咏情
,

如李商隐
“

烟幌

自应怜白丝
,

月楼谁伴咏黄昏
”

《沛上送李郧之苏

州 》
,

亦有释子离歌
,

如皎然
“

离歌纷白竺
,

候骑拥

青丝
”

《送裴判官赴商幕 》 等
。

正如任半塘先生

所言
“

唐人歌 白丝甚盛
,

亦有野唱精唱之别
。

或

出艺人妙唠
,

或出醉客高歌
,

或用在离筵
,

或托抒

乡思
。 ” 「
总之

,

《白丝舞 》与 《白丝辞 》的发展在唐代

是并不平衡的
。

一
、

《白约舞 》的发展

《白丝舞 》本起于吴地民间
。

吴地盛产 白丝
,

织

布女工在劳动之时以歌舞赞美自己的劳动成果
,

这

便是最早的 《白丝舞 》
。 「又由于白丝的质地轻白细

腻
、

皎洁如银
,

很适合制作舞服
,

因此 《白丝舞 》在吴

地迅速流行起来
。

晋南北朝时期
,

宫廷享乐盛行
,

而 《白丝舞 》也由朴素的民间乐舞而逐渐进人宫廷
,

至萧梁时期
,

《白丝舞 》已成为著名宫廷乐舞
,

不仅

舞态艳丽
,

而且装饰奢华
,

成为一种极力彰显女性

之美的舞蹈
。

发展至唐代
,

《白丝 》进一步流行
,

但

已不再如前代是与舞蹈紧密结合的舞辞
。

唐代的

《白丝 》并非皆有舞姿
,

在许多时候只是用于清唱
。

《白丝辞 》作为乐府古辞
,

在发展中也如大多数乐府

歌辞一样
,

最终成为了单纯的案头文学作品
。

所

以
,

在唐代诗歌中虽然多有
“

白丝
”

出现
,

但并非都

是舞蹈诗
。

从历代的 《白丝辞 》中
,

可 以大致窥见

《白丝舞 》的发展变化
。

《晋白丝舞歌诗 》三首是迄今最早的关于 《白丝

舞 》的诗歌
。

①从诗中的描写推断
,

《白丝舞 》最初很

可能是祭神的乐舞
。

这三首诗皆细致描写了 《白丝

舞 》的舞姿
,

如
“

轻躯徐起何洋洋
,

高举两手白鹊翔
。

宛若龙转乍低昂
,

凝停善睐客仪光
” ,

表现出 《白丝

舞 》不仅有双手高举如白鹊
、

莺凤飞翔的飘逸
,

亦有

动作迅疾如游龙腾空 的矫健 又如
“

双袂齐举莺凤

翔
,

罗据飘飘昭仪光
。

趋步生姿进流芳
,

鸣弦清歌及

三阳
” ,

则可见舞蹈时双袖舒展高举
、

衣裙翩跃
,

美

不胜收
。

从诗歌的描写中
,

可以推断这是由女子表

演的模拟动物尤其是鸟类的舞蹈
。

而诗歌中又有
“

舞以尽神安可忘
,

晋世言昌乐未央
” 、 “

清歌徐舞降

抵神
,

四座欢乐胡可陈
”

的诗句
,

可见此舞应该是一

种祈福祝祷的巫舞
。

而有学者认为
,

《白丝舞 》中模
仿 白鹤

、

莺凤的舞姿
,

极可能是吴越文化中鸟图腾

崇拜的艺术表现
。 「
不过

,

从这三首诗歌来看
,

其中

的巫祭祈祷成分只是少量的
,

更多是对舞姿美态的

描写
,

这也是 《白丝辞 》的传统主题
。

至南朝时期
,

《白丝舞 》中的妆束逐渐豪华
,

这

既与当时社会奢侈享乐之风有关
,

也是为满足宫廷

宴乐的需要
。

此时的 《白丝舞 》已完全成为展示女

性之美的舞蹈
,

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统治阶段声色

审美的特征
。

从这一时期的 《白丝辞 》中亦可 以见

出此时的舞容
。

若将 《晋白丝舞歌诗 》中的
“

质如轻

云色如银
” 、 “

罗桂徐转红袖扬
”

与鲍照 《代 白丝舞歌

词 》中
“

珠履飒沓纵袖飞
” 、 “

垂挡散佩盈玉除
”

的诗

句相比较
,

可以明显地发现舞者服饰由朴素向奢华

的变化
。

此时对舞服的审美已不再满足于 白丝的

轻 白飘逸
,

大量的珠玉装饰以及精细的花纹织绣也

成为白丝舞服饰的特征
。

舞蹈也不再模拟鸟类飞

翔
,

而是更注重长袖的挥舞拂动
,

舞姿更体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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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抽象的造型美
,

如鲍照
“

珠履飒沓纵袖飞
” 、

汤 惠

体
“

长袖拂面心 自煎
” 、

沈约
“

长袖拂面为君施
”

等
。

从这些诗句看来
,

长袖舞动已成为 《白丝舞 》的典型

动作
。

发展至唐代
,

《白丝舞 》的伴舞歌词从舞蹈中独

立出来
,

既可 以伴舞
,

也可以独唱或群唱
。

唐时的

《白丝舞 》逐渐衰落
,

但 《白丝辞 》的创作却取得了重

大成就
。

前代的 《白丝舞 》皆是以歌伴舞
、

且歌且

舞
,

其歌词中也多写舞容及女子柔婉细腻的心态
,

因此 《白丝舞 》是歌舞相伴的
。

唐代的 《白丝舞 》亦

是装饰艳丽
、

芳姿妩媚的
。

李白诗曰
“

吴刀剪彩缝

舞衣
,

明妆丽服夺春辉
” ,

王建诗曰
“

美人醉起无次

第
,

堕钗遗佩满中庭
” ,

这些诗句都说明 《白丝舞 》装

饰豪华
、

舞容艳丽
。

此时 《白丝舞 》的表演形式皆用

于宴乐佐酒
。

杨衡诗曰
“

镊珠履
,

步琼筵
” 、

李 白诗

曰
“

玉颜满堂乐未终
” ,

王建诗曰
“

美人醉起无次第
”

等诗句
,

都显示出此时的舞蹈是在夜宴中表演
。

但

是
,

《白丝舞 》发展到唐代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舞蹈上

的技艺
,

而是在歌辞上的创作
。

《白丝歌 》在唐代广

为传唱
,

无论离筵夜宴还是春行野望
,

时时弥散着

唱 《白丝 》的悠扬歌声
。

而且唐代诗人郑还古 《赠柳

氏妓 》中提及一位善唱 《白丝歌 》的歌妓
,

其中还有

一段令人叹惋的佳话
。

《卢氏杂说 》记载
“

郑还古东

都闲居
,

与柳当将军者甚熟
。

柳宅在履信东街
,

有

楼台水木之盛
。

家甚富
,

妓乐极多
。

郑往来宴饮
,

与诸妓笑语既熟
,

… …郑将人京求官
,

柳开筵饯

之
。

酒酣
,

与妓一章 曰
`

冶艳出神仙
,

歌声胜管

弦
。

眼看 白竺曲
,

欲上碧云天
。

未拟生裴秀
,

如何

乞郑玄
。

莫教金谷水
,

横过坠楼前
。 '

柳见诗甚喜
,

曰
`

某不惜此妓
,

然吾子方求官
,

事力空困
,

将去固

不易支持
。

专待见荣命
,

便发遣人京
,

充贺礼
。 '

及

郑人京
,

不半年
,

除国子博士
。

柳见除目
,

乃津置人

京
。

妓行及嘉祥骚
,

郑已亡段
。

旅衬寻到府界
,

柳

闻之悲叹不已
,

遂放妓他适
。 ”

从文字来看
,

此妓善

唱 《白丝 》
,

可谓
“

声遏行云
” ,

正如樊素
、

周德华善唱

《柳枝 》
,

刘采春善唱 《嘿啧曲 》
,

许永新
、

灼灼善歌

《水调 》
,

这从侧面表 明了 《白丝 》在唐代也如 《柳

枝 》
、

《嘿啧 》
、

《水调 》等一样
,

是非常流行的小曲
。

二
、

唐代 白约辞 》的创作情况及其特点
唐代 《白丝辞 》大多风格多绮艳

,

长于描写
、

抒

情
,

其中崔国辅 《白丝辞二首 》
、

李 白《白丝辞 》及王

建 《白丝歌 》是为代表作 《全唐诗 》中又有少量与

《白丝舞 》相关的诗歌
,

如元植 《店卧闻幕中诸公征

乐会饮
,

因有戏呈三十韵 》
、

鲍溶 《寒夜吟 》
、

李群玉

《长沙九 日登东楼观舞 》等
,

这类诗歌数量虽少
,

但

也为后人展现出了唐代 《白丝舞 》的相关情况
。

除

此之外
,

《全唐诗 》中还有 余首诗歌言及
“

白丝
” ,

但并不是舞蹈诗
,

一类诗歌中
“

白丝
”

是作为织品之

名在诗中出现
,

如张籍 《江南曲 》
“

江南人家多橘树
,

吴姬舟上织 白丝
” 、

李白 《湖边采莲妇 》
“

小姑织 白

丝
,

未解将人语
”

等 另一类诗歌 中则涉及 《白丝

辞 》
,

但此时的
“

白丝
”

或是作为歌曲清唱
,

或是文人

偶尔作词
,

也并没有舞蹈
,

如李益 《春行 》
“

落 日青丝

骑
,

春风白丝歌
” ,

温庭摘 《洞户二十二韵 》
“

旧词翻

白丝
,

新赋换黄金
”

等
。

这部分诗歌虽不是舞蹈诗
,

但对吴地的风俗民情有所描述
,

对 《白丝辞 》在唐代

的创作情况也有所揭示
,

因此也是研究白丝舞诗的

重要资料
。

唐代 《白丝辞 》不仅可用作伴舞
,

在大多数情况

下也仅用于演唱而无舞容
。

这是唐代诗歌高度发

展的背景下 《白丝辞 》的文学性
、

艺术性进一步加强

的表现
。

将唐代 《白丝辞 》与前代相比较
,

可 以发现

唐代 《白丝辞 》以继承为主
、

兼有创新的特点
。

首先
,

唐代 《白丝辞 》创作大多数继承了六朝时

期的 《白丝辞 》体式
。

六朝 《白丝辞 》每句用韵
,

为七

言古体
,

大多数句式整齐
,

亦有以七言为主
、

兼有三

言的杂言体
,

事实上也属七言古体
。

如宋刘砾 《白

丝曲 》即为六句七言古体
、

而鲍照 《代白丝曲 》开头

二句为三字
,

亦是以七言体为主
。

这是因为六朝时

期的 《白丝辞 》皆是以 《晋 白丝舞歌诗 》为蓝本
,

是以

体式也较为一致
。

唐代 《白丝辞 》承袭了这一传统
,

大多数采用七言古体
,

也是每句用韵
。

如杨衡
、

李

白
、

王建之作等
。

但唐代 《白丝辞 》中也有例外
,

如

崔国辅 《白丝辞 》
洛阳梨花落如氰

,

河阳桃叶生复齐
。

坐恐玉楼

春欲尽
,

红绵粉絮衰妆啼
。

董贤女弟在椒风
,

窈窕繁华贵后宫
。

璧带金红

皆翡翠
,

一朝零落变成空
。

崔诗为两首组诗
,

皆为七言四句
,

改变了句句

用韵的古体
,

隔句用韵
,

而且平仄亦合乎近体
,

是为

七言绝句
。

但崔诗亦题名为
“

白丝辞
” ,

可见应该是

唐代 《白丝辞 》的新变
,

也可能是 《白丝辞 》的另一个

版本
。

《通典 》曰
“

梁武帝又令沈约改其辞
,

乃有 《四

时白丝 》之歌
,

约集所载是也
。

今中原有 《白丝曲 》
,

辞 旨与此全殊
。 ” 「
可见在传统的 《四时白丝 》之外又

有 《中原白丝 》
。

崔国辅 《白丝辞 》是不是有可能为

中原 《白丝曲 》 崔诗第二首又名 《香风词 》
,

其由来

不明
,

连任半塘先生也仅引其出处而未加分析
,
②「

但诗名的差异也为崔诗体式的不同提供了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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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唐代 《白丝辞 》的内容大多数亦是对六朝

时期的继承
,

即盛赞舞者之美
,

津津乐道于富贵豪

华的生活
,

宣扬及时行乐 的思想
。

但唐人并非仅仅

是照搬约定俗成的内容
,

而是在其主题上进一步开

拓
,

有的诗篇中寓有讽谏之意
,

有的诗篇则充满生

活情趣
,

显得清丽可喜
。

其一
,

唐代 《白丝辞 》体现出明显的
“

盛称舞者

之美
” ③曰的特征

。

《白丝辞 》是一首舞者之美的颂歌
,

它不仅以优美的词句描写女性的艳丽妩媚
,

而且以

细腻的笔触感受舞妓们的内心世界
,

以悲怅的情思

去体味人生 的美好与悲伤
。

《晋白丝舞歌诗 》即是描

述 《白丝舞 》之美的代表作
。

唐代 《白丝 》虽然不一

定是优美的舞蹈
,

但 《白丝辞 》的唯美风格依然保留

了下来
。

唐代 《白丝辞 》中
,

无不流露出诗人对
“

美
”

的体味
。

如以下几首 《白丝辞 》
玉缨翠佩杂轻罗

,

香汗微渍朱颜配
。

为君起唱

白丝歌
,

清声袅云思繁多
,

凝茄哀琴时相和
。

金壶

半倾芳夜促
,

梁尘霏霏暗红烛
。

令君安坐听终曲
,

坠叶飘花难再复
。

镊珠履
,

步琼筵
。

轻身起舞红烛前
,

芳姿艳态

妖且妍
。

回眸转袖暗催弦
,

凉风萧萧流水急
。

月华

泛艳红莲湿
,

牵裙揽带翻成泣
。

杨衡 《白丝辞二

首 》

扬清歌
,

发皓齿
,

北方佳人东邻子
。

且吟白丝

停禄水
,

长袖拂面为君起
。

寒云夜卷霜海空
,

胡风

吹天飘塞鸿
。

玉颜满堂乐未终
,

馆娃 日落歌吹朦
。

月寒江清夜沉沉
,

美人一笑千黄金
,

垂罗舞款

扬哀音
。

呈仔中白雪且莫吟
,

子夜吴歌动君心
。

动君

心
,

冀君赏
,

愿作天池双鸳鸯
,

一朝飞去青云上
。

吴刀剪彩缝舞衣
,

明妆丽服夺春辉
,

扬眉转袖

若雪飞
。

倾城独立世所稀
,

激楚结风醉忘归
。

高堂

月落烛已微
,

玉钗挂缨君莫违
。

李白《白丝辞 》
天河漫漫北斗粟

,

宫中乌啼知夜半
。

新缝白丝

舞衣成
,

来迟邀得吴王迎
。

低鬓转面掩双袖
,

玉钗

浮动秋风生
。

酒多夜长夜未晓
,

月明灯光两相照
,

后庭歌声更窈窕
。

馆娃宫中春日暮
,

荔枝木瓜花满树
。

城头乌栖

体击鼓
,

青娥弹瑟白丝舞
。

夜天憧憧不见星
,

宫中

火照西江明
。

美人醉起无次第
,

堕钗遗佩满中庭
。

此时但愿可君意
,

回昼为宵亦不寐
,

年年奉君君莫

弃
。

王建 《白丝辞 》
这三组诗歌可谓是唐代 《白丝辞 》的代表作

,

从

中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对白丝舞妓服饰美
、

舞姿美
、

神态美与情感美的描写
。

一是唐代 《白丝辞 》对舞

衣及装饰皆有极细致的观察与描述
。

此时的 《白丝

舞 》已不再是仅以朴素洁白的白丝作舞
,

装饰更显

华丽
,

对女性美也更为强调
、

突出
。

诗歌将舞服作

为重点的描写对象
,

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华衣丽服

带给人的视觉感受
。

如杨衡诗 中
“

玉缨翠佩杂轻

罗
” 、 “

镊珠履
,

步琼筵
”

之句
,

表明舞妓身着 由轻柔

白丝与丝罗 制成的舞衣
,

遍身金玉环佩
,

连舞鞋上

也点缀着珠翠装饰 而李白诗则言
“

吴刀剪彩缝舞

衣
,

明妆丽服夺春辉
” ,

直接赞美了舞妓的服饰华

丽
、

妆容精致
,

连春日也不及她们的明媚 而王建诗

中
“

堕钗遗佩满中庭
”

更是表明 《白丝 》舞罢
,

殿庭中

遍地是舞妓身上遗落的珠翠
,

其服饰豪华可想而

知
。

二是 《白丝辞 》中对舞妓的动作美
、

神态美也有

细致的描绘
。

如
“

香汗微渍朱颜配
” 、 “

芳姿艳态妖

且妍
”

之句
,

写舞蹈中的美人面容配红
、

姿态妖妍
,

实在惹人怜爱 而
“

回眸转袖暗催弦
” 、 “

长袖拂面为

君起
” 、 “

扬眉转袖若雪飞
” 、 “

低鬓转面掩双袖
”

等诗

句
,

不仅写出了 《白丝舞 》以长袖拂动为主的舞容
,

亦以衣袖的动作衬托出舞妓的娇羞之态
。

美丽的

姿容
、

艳丽的服饰加上婉转娇羞的神态
,

使 《白丝

辞 》犹如一幅翩翩起舞的美人图
,

撩动着人们的心

弦
。

最后
,

对情感美的表现也是 《白丝辞 》中的重要

内容
。

早期 《白丝辞 》多注重女子外貌的描写
,

对女

性情感的关注也仅限于其对男性宠爱的幽怨上
。

而唐代 《白丝辞 》不仅注重对舞妓姿容的描写
,

也将

笔触深人到女子的内心
,

表现其情感中的悲伤之

美
。

而且在 《白丝辞 》中
,

具有明显的
“
以悲为美

”

的

哀怨情怀
。

如杨诗
“

令君安坐听终曲
,

坠叶飘花难

再复
” ,

诗中的舞妓的芳艳姿色给观者以美的享受
,

而她的全部生命价值也仅在于满足男性观者的声

色之欲
,

是以在歌舞中亦感叹年华易逝
、

芳姿不再
,

希望观者能够细听终曲
。

同样在李 白诗 中
,

亦有
“

动君心
、

冀君赏
,

愿作天池双鸳鸯
”

之句
,

诗中的美

人对观舞者心生爱意
,

但也仅能以美丽的舞姿来打

动君心
,

希望博得男性的怜爱
,

虽是对爱情的强烈

企望
,

但也始终只能处于与男性不对等的
、

极没有

安全感的地位
。

王建诗中有
“

此时但愿可君意
,

回

昼为宵亦不寐
,

年年奉君君莫弃
”

之句
,

与李诗类

似
,

而诗中的女主人公将 自己放在更在卑微的地

位
,

只希望 自己能够满足男性的心意
,

不要沦落至

被抛弃
。

其二
,

唐代 《白丝辞 》继承了晋代及南朝时期
“

惜芳华
”

的内容
。

大多数 《白丝辞 》都由舞妓之美
、

年华之盛而引发韶光短暂的感慨
,

流露出珍惜现

世
、

及时行乐的思想
。

如杨衡诗中不仅大力描写舞

妓的醉人姿容
,

而且亦有
“

令君安坐听终曲
,

坠叶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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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难再复
”

之类惜时伤逝的诗句
。

同样
,

戴叔伦诗

中也 曰
“

东风吹花落庭树
,

春色催人等闲去
。

大家

为欢莫延伫
,

顷刻铜龙报天曙
” ,

这些诗句都是感叹

年华飞逝
,

由今 日芳华而忽生悲凄
,

最终落笔为及

时行乐
。

此外
,

柳宗元 《白丝歌 》亦是描写舞妓姿

容
,

而陈标 《长安秋思 一作白丝歌 》也是表现惜年

华的主题
。

但唐代 《白丝辞 》的主题又不仅限于此
,

而是在其层面上进一步开拓了
。

以几首 《白丝辞 》
为例

吴宫夜长宫漏款
,

帘幕四垂灯焰暖
。

西施自舞

王自管
,

雪丝翻翻鹤翎散
,

促节牵繁舞腰懒
。

舞腰

懒
,

王罢饮
,

盖覆西施凤花锦
,

身作匡床臂为枕
。

朝

佩拟拟王晏寝
,

酒醒阁报门无事
。

子青死后言为

讳
,

近王之臣谕王意
。

共笑越王穷惴惴
,

夜夜抱冰

寒不睡
。

元植 《冬白丝歌 》
皎皎白丝白且鲜

,

将作春衫称少年
。

裁缝长短

不能定
,

自持刀尺向姑前
。

复恐兰膏污纤指
,

常遣

傍人收堕饵
。

衣裳着时寒食下
,

还把玉鞭鞭 白马
。

张籍 《白丝歌 》
元诗 中描写了吴宫景象

,

由吴宫夜景写到西

施之舞
,

其中虽有
“

雪丝翻翻鹤翎散
,

促节牵繁舞

腰懒
”

这类描写 《白丝舞 》的诗句
,

但诗歌的主题是

批评吴王宠爱西施
、

荒废国事
,

并将越王 的勤勉与

吴王对比
,

立足于讽谏
,

使得其主旨并非停留在单

纯的描写上而显得更为深刻
。

而张诗则描写的是

少妇裁制 白丝缝制春衫的情景
,

写出了少妇的小

心谨慎与微妙心态
,

充满生活情趣
。

这两首 《白丝

辞 》虽不能完全跳出 《白丝辞 》的传统主题
,

但能够

在旧题之中进一步开拓
,

或写历史以讽谏
,

或写生

活细事
,

是以主题更新
、

旨意更深
。

温庭摘 《洞户

二十二韵 》曰
“

旧词翻白丝
,

新赋换黄金
” ,

可见唐

人 《白丝辞 》就六朝 旧题改作的情况是十分普遍

的
。

唐代 《白丝辞 》的歌唱场合较前代而言有所变

化
。

因 《白丝辞 》在唐代已成为独立的歌辞
,

可以无

舞而演唱
,

这也使得 《白丝辞 》的演唱环境更为多

样
。

从前代 《白丝辞 》来看
,

《晋白丝舞歌诗 》描写的

是宫廷中的女性巫舞
,

而汤惠体
、

鲍照等的诗歌表

现的也是宴筵歌舞的景象
,

沈约 《四时白丝歌 》与张

率 《白丝歌九首 》亦是写女子婉转的情思
,

皆是以描

写殿中歌舞
、

表现闺中情感为内容
。

但是唐代 《白

丝辞 》却常有醉后独吟
,

甚至也有郊外野唱
。

按照

任半塘先生 的说法
,

唐代 《白丝歌 》有
“

精唱
”

和
“

野

唱
”

之别
,

所谓
“

精唱
” ,

当是歌妓艺人表演歌唱
,

技

巧更高
,

声情并茂
,

也更注重曲调与发音 而
“

野唱
”

则指非专业人士的歌唱
,

不讲究歌唱技巧
,

亦不追

求曲调的悠扬动作
,

止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而已
。

因

此
,

唐代 《白丝辞 》的表演场合较前代更为丰富随意

了
,

如武元衡 《春 日偶作 》
“

美人歌 白丝
,

万恨在蛾

眉
” ,

明显是歌妓于堂中表演 而李白 《陪族叔刑部

侍郎哗及中书舍贾人至游洞庭五首 其四 》
“

醉客

满船歌 白竺
,

不知霜露人秋衣
” ,

则应当是醉后而

唱
。

唐代歌 《白丝 》盛行
,

甚至村妇野老也会兴起而

唱
,

如羊士愕 《野望二首 》
“

亭上一声歌白兰
,

野人归

掉也行迟
”

等
。

总之
,

《白丝辞 》发展到唐代
,

具有了更为独立

的审美价值
。

虽然唐代的 《白丝辞 》并不一定有舞

容相伴
,

但从其发展渊源及写作内容来看
,

仍然与

舞蹈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
,

也是唐代舞蹈诗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晋白伫舞歌诗》三首原诗为 其一
“

轻躯徐起何洋洋
,

高举两手白鹤翔
。

宛若龙转乍低昂
,

凝停善睐客仪光
。

如推若引

留且行
,

随世而 变诚无方
。

舞以尽神安可忘
,

晋世方昌乐未央
。

质如轻云色如银
,

爱之遗谁赠佳人
。

制 以为袍余作巾
,

袍

以光躯巾拂尘
。

丽服在御会佳宾
,

缪酸盈蹲美且淳
。

清歌涂舞降抵神
,

四座欢乐胡可陈
。 ”

其二
“

双袂齐举驾凤翔
,

罗据

飘飘昭仪光
。

趋步生姿进流芳
,

鸣弦清歌及三 阳
。

人生世间如电过
,

乐时每少苦 日多
。

幸及良辰耀春华
,

齐倡献舞赵女

歌
。

羲和驰景逝不停
,

春露未烯严霜零
。

百草凋索花落英 蟋蟀吟精寒蝉鸣
。

百年之命忽若倾
,

早知迅速秉烛行
。

东造

扶桑游紫庭
,

西至昆仑戏层城
。 ”

其三
“
阳春白 日风花香

,

趋步明玉舞瑶挡
。

声发金石媚 笙簧
,

罗桂徐转红袖扬
。

清歌流

响绕凤梁
,

如矜若思凝且翔
。

转盼遗精艳辉光
,

将流将引双雁行
。

欢来何晚意何长
,

明君御世永歌昌
。 ”

②任半塘 《唐声诗》解崔国辅 《白红辞 》二首曰
“

二辞均录《乐府诗集 》五五
`

舞曲歌辞
' 。

次首 《全唐诗 》注
`

一作香风辞
' ,

未详其故
。 ”

③《乐府诗集 》引《乐府解题 》曰 《白伫辞 》
“

古词盛称舞者之美
,

宜及芳时为 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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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及双 ' 为

脚 , 胡召 八。 诬 尔 胡召 八, 月召 了口必刃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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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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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励
。 月召

,

励
。 以别 泛

涌
。 匕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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