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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書被發現迄今，已被學者研究了一個世紀。其中抄錄民間歌詞的卷

子的出土，為研究詞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證據。敦煌民間詞，是起源於盛唐民

間的長短句歌詞，進入中唐以後，除了民間廣爲流行的長短句之外，還出現了

文人親自創作的長短句歌詞。 

文人的詞是從哪兒來的？假定文人詞是受到民間詞的影響而產生的，那是

何種原因使文人對長短句保持長期專注，並給予了詞的地位？文人關注這種新

詩體而習作的情況如何？我的演講先敍述中唐時期社會文化變革中的民間詞的

興盛，隨之研究作爲唐代文學主體的文人的創作態度和文人習作情況，接著分

析當時流行的民間詞和主要詞人的詞作品，並考察民間詞和文人詞之間在題材

風格上的異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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