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考定礼器制度论略

徐飚

礼器的出现及其演化是我国造物史上一种

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三代以上，五礼之器伴

随着礼制的隆盛而承载着礼乐道义，成为其特

有的文化象征意义。秦汉以降，礼乐之道既远

而历代考正礼仪礼器之事仍屡作不止。虽然后

代礼仪多拘执于“礼之末节”，1礼器又往往“不

出臆说、傅会二者”，2但史籍于此所记特重，

所述甚繁，对后人考察历代制作之组织管理模

式实为一不多见的史料汇聚之处。本文旨趣所

在即是以大乐制器为途径，考察北宋官府主持

下进行的制作活动的组织管理模式，以窥其大

略，明其得失。

北宋自太祖建隆迄徽宗崇宁，雅乐屡变而无

定。3伴随历次正大乐之事而衍生的造器活动大

体呈现为由增造、修饬到大规模重作更造的演进轨

迹，其管理体制也由此渐臻完善。举其大略，其造

器管理体系盖有如下四个主要环节。

一、张官设局，博求人才

自太祖始，北宋历次增造、修饬及重作乐器

法物之事皆有专员负责从事。如太祖乾德四年六

月，增造殿庭所用乐器及恢复鼓吹十二案制度是

在判太常寺和岘主持下进行的；4真宗景德二年

八月，监察御史艾仲孺建议修饬乐器、调正音律，

“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判太常寺，及令内臣监

修乐器”；5仁宗景祜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

建议修治乐器，十月“命龙图待制燕肃、集贤校

理李照、直史馆宋祁同按试王朴律准”，6次年，

在李照、邓保信等人主持下大规模更造八音之

器。7

仁宗皇祜间，始见专为修定大乐及乐物特设

的临时机构“详定大乐所”，8其后神宗朝及徽宗

朝考正雅乐皆用此制：元丰三年将有事于南郊，

有“详定礼文所”以定仪文；崇宁元年置讲议局，

四年八月又专置大晟府以掌乐事。9专门机构的

设立可视为仁宗朝前后两次定乐在管理制度上

出现的一个明显转变，其用意在于以群体共同从

事以克制一家独断之弊，这大抵是同李照定乐之

失有直接的关系。10

北宋定大乐在人员组织方面还有一个特点，

即注重吸纳知音之士。自仁宗朝起，博求知音者

之诏屡见：景祜二年四月，“诏内外臣僚洎草泽

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

荐闻或自言官司，将校试之”；11三年三月，“诏

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未有应书者，其令

所在更博求之”；12徽宗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

属讲议大政⋯⋯乃博求知音之士”。13

其广开言路、博求人才之举固然是同礼乐之

道丧久而知音之士难求的现状有直接的关系，但

是留意举贤纳良、集思广益实际上也是北宋奉行

的基本人才政策，不仅见于礼乐之事，也见于其

他多个事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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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为人员组织方面的管理制度。

二、考定然后闻奏，闻奏然后修制

考定律管、度量权衡以及乐器形制、法度是

制造乐物的核心环节。对此环节的管理大体有考

定和审查两个过程：先由议乐官及官署考定并具

文图以进，再由中书门下议省裁定。

以景祜间考正大乐之事为例，李照确定十二

律管法式后将着手制定声量及八音之器形制，

“乃诏⋯⋯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15。

不过从后来实际制造情况看，当时中书门下所起

的作用并不明显，十二律管、龠合升斗四物以及

金石丝竹匏土各色乐器之制度多由李照：

景祜二年四月戊辰“照乃自为律管之法”；

五月庚寅“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九

月辛已“李照言今其四面皆画时卉，未合古制，

请易以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五方，

从之”；同月丁酋“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

县，而照自造新乐笙、竽、琴、瑟、笛、筚篥等

十二种，皆不可施用，诏但存大笙、大竽二种而

已”。16

至皇祜间，对乐物考定即设计环节的管理明

显加强，制度趋于严密。以阮逸、胡瑗考定缚钟

特磬形制为例，从考定式样之后到正式制造之

前，其间经过具文图以进、试铸、复审等过程：

据阮逸、胡瑗《皇祜大乐图记》所记，“臣

等奉圣语同详议、修制官二十余员论议，二年议

定，然后闻奏，闻奏然后修制⋯⋯三年五月十九

日垂拱殿进呈，上可其奏，仍俾铸造缚钟特

磬⋯⋯至皇祜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详议大乐局

同修制局等官具新鳟钟特磬进呈。上御紫宸殿，

观其制度日精矣，听其声音日和矣，遂降付中

书⋯⋯至皇祜五年六月准监总大乐局奏，令阮

逸、胡瑗于修制局同定模铸造钟磬等两宫

架⋯⋯”，17《宋史》也记录了四年十二月紫宸殿

观新乐之事：“十二月召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

宸殿，凡铸钟十二⋯⋯特磬十二⋯⋯诏以其图送

中书议省”，以下并记中书省议之见。18

从结果看，景祜间所制较多新器，皇祜间所

定则更趋泥古，盖与管理制度趋于严密不无关联。

以上所述为设计、考定环节的管理制度。

三、下作坊制造

乐物法度裁定之后，乃下锡庆院等官府手工

业作坊正式制造，并择近臣督造，意在保证设计

意图在制作中得到贯彻。历次大乐制器大抵如

此，如景祜二年，李照裁定律管法后，“乃诏内

侍邓保信监视群工”；19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

言，刘几请依景祜中例，择近使臣修制大乐器，

从之”。20

徽宗朝制作之事更甚。先是崇宁四年八鼎铸

成之后，专置大晟府以掌乐事，其隶属机构制造

所则专事制造大乐之器。21其后，大观三年五月，

“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试于殿庭⋯⋯其旧

乐悉禁⋯⋯新乐器五声八音方笙埙篪匏笙石磬

之类，已经按试者，大晟府画图疏说颁行，教坊

钧容直、开封府各颁降二副，开封府周师颁乐器，

明示依式造粥”。22

四、编纂乐书

历次修饬、重作乐物之后往往修撰乐书、乐

记，此为北宋考正礼器制度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

面：

真宗景德间修饬乐器完毕后，“宗谔因编次

律吕法度，乐物名数，目日《乐纂》”；23

仁宗景祜二年，命宋祁冯元等修乐书，并于

次年元等上《景祜广乐记》八十一卷；又“令聂

冠卿等纂《景祜大乐图》二十篇，以载镕镱(金)

石之法，历世八音诸器异同之状，新旧律管之差，

是月与新乐并献于崇政殿”；仁宗并亲为《景祜

乐髓新经》六篇；24

元丰中吴良辅上乐书五卷，凡44篇，分四

类，为释律、释声、释音、及释器，其序言云：

“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

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25

徽宗大观四年八月，上亲制《大晟乐记》，

又命太中大夫刘芮编修乐书，为八论。26

流传至今者有陈踢《乐书》二百卷，及阮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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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所撰《皇祜大乐图记》等。

由上所述可见北宋礼器考定从人员组织至

修撰文献全过程的大体制度。总体看来似乎井然

有序，但依史籍所载，其疏漏之处亦不少见。

如其诏求人才之举，本意是在吸纳贤良却不

免所得非人之虞，知音之士未必应诏，钻营者却

得乘虚而入。前者如徐复，后者如魏汉津。徐复，

《宋史》称其“于七音十二律清浊次序及钟磬侈

弁匏竹高下制度皆洞达”，仁宗有意命其为大理

评事，而复固以疾辞。27魏汉津者，本草泽之人，

崇宁元年诏求知音之际得到大奸臣蔡京赏识，其

以身为度、以帝指裁为律管之谬说遂得以大行其

道。28

再看其设计与制作两者间的脱节。如上文所

述，乐物考定之后，即择近臣监视群工，以保证

设计意图得到贯彻，可工匠私意改作之事也不少

见。如景祜之乐李照主之，而“太常歌工病其太

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

乃协，然照卒莫之辨”；29又如崇宁之乐魏汉津

主之，而“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又不得径围为

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

大率有非汉津之本”。30虽然从结果来看经工匠

改作之器反而更入耳，如《通考》所说“学士大

夫之说卒不能胜工师之说”，31但从其管理制度

的施行情况看，却是一大疏漏。

北宋雅乐所以屡作而无定，其缘由更在于设

计考定及审查环节。如上所述，其考定环节多由

集体从事，考定之后又须送中书省议，其本意皆

在集思广益以避免一家独断之说，而结果却往往

导致设计群体内部各执一说，审查群体中间亦争

讼不决。如元丰间刘几、杨杰、范镇等共同议乐，

几、杰主张律主于人声，又主张沿用李照所造乐

器而加四清声，范镇却认为此举无异于舍本逐

末，及乐成而叹“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32

审议官之间亦是众说纷纭，其间争讼又以司马光

与范镇为典型，朱子章尝云，“光与镇平生大节

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三十余年，终

不能以相一”。"议乐、审议官员之间的争议多

缘于各家对古籍记载的信疑及解经上的分歧，也

涉及各家对古今、雅俗关系问题的不同看法。可

以认为正是观念上的诸多分歧导致了设计及设

计标准的冲突，以致雅乐之定屡屡受挫，于此而

言，北宋定大乐屡作而无定，其弊不完全在管理

体制方面。

实际上，此种管理模式在北宋官府主持进行

的造器活动中有一定代表性，并且有成功事例。

如神宗熙宁六年，为了改良军器效能、统一兵器

样式及制作规范，专门设立军器监，其军器设计

开发的管理体系与此类似，也包含了张官设局、

广泛征集优良设计、由军器监官员负责考定式样

之后具文、图及试制品呈阅，再送殿前马、步军

司复审等一系列环节，最后也著成文本与图样，

下各地作坊依样制造等一系列环节。在这一套管

理制度下，其军器设计在军器监设监不久即收到

明显成效。

《宋史纪事本末》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宋代制

度得失的评论，落实于成器一事仿佛也堪称得

当，兹录于后：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洪荒一变而为唐

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

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观其极也。变未

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

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

乎?⋯⋯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汉而下持世者式

功力，皆其会也。逮于宋，则仁义礼乐之风既远，

而机权诈力之用亦穷。艺祖、太宗睹其然，故举

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

绳，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

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

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

夺而文法恶其太拘，要以矫枉而得于正则善矣。

注释：

1语出《新唐书·礼乐志》，卷11：“由三代而上，治

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

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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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序位、国家制度、宫车服器，

一切用秦⋯⋯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

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日：此为礼也，所以教民。

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

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倪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

尔，所谓礼之末节也。”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

2语出《皇朝礼器图式》(四库全书本)乾隆序：“前

之作者本精意以制器则器传，后之述者执器而不求精

意则器敝，要其归不出臆说、傅会二者而已”，又，该

书将礼器划分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簿、武备

六类。

3此据《宋史·乐志》，卷126，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

年。

4同上。

5同上。

6同上；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祜元年十

月壬午，四库全书本。

7《长编》卷115，景祜二年四月戊辰；《宋史·乐志》

卷126。

8《长编》卷169，皇祜二年闰十一月丁已；又，《宋

史·乐志》卷127。

9《长编》卷394，元丰三年五月戊辰：“诏秘书监致

仕刘几乘驿赴详定礼文所议乐”。《文献通考》(四库全

书本)卷130，“徽宗崇宁元年诏置讲议局”；《宋史-乐

志》卷129，崇宁四年，“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

是专置大晟府⋯⋯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10《宋史·乐志》卷126“景祜中有李照乐，未几谏

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左司谏姚仲孙、御史

曹修睦、右司谏韩琦之论具载，见于《宋史·乐志》

卷126，《长编》卷117景祜二年七月庚子，卷122宝

元元年五月丙辰。

11《长编》卷116，景祜二年四月庚午。

12同上，卷118，景祜三年三月丙申。

13《宋史·乐志》卷128。

14可参见袁运开等，《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册，第

577—578页，安徽科技出版社，2000年。

15《宋史·乐志》卷128。

16《长编》卷116、117。

17《皇祜新乐图记》，卷上，四库全书本。

18《宋史-乐志》卷127，又，景桔五年五月，“知

谏院李兑言，昔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

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臣详定”云。

19《宋史·乐志》卷126。

20《长编》卷307，元丰三年七月丙申。

21大晟府制造局于何时置局未见记载，但《宋史·乐

志》卷129记载了其罢局时间：“(政和)二年八月，

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

22《宋史·乐志》卷129。

23同上，卷126。

24《长编》卷116，景桔二年四月戊寅；卷119，景

桔三年七月。

25《宋史·乐志》卷128。

26同上，卷128。

27《宋史·列传》，卷457，隐逸上。

28《宋史·乐志》卷128。

29同上，卷127。

30同上，卷129。

31《文献通考·乐考》卷130。

32《宋史·乐志》卷128。

33同上，卷131，朱子章奏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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