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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教独具特色的斋醮科仪，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重视，在下层庶民百姓中也具有
很深的根基。
江西龙虎山是我国道教的圣地，而龙虎山天师道在道教的历史上又长期居于中心地位，其科仪音乐在
诸道乐流派中有较大的影响。
利民生在江西长在江西，对江西的人文景观、民风民俗都有切身的体会。
因此，选择江西龙虎山的道教斋醮科仪音乐作为研究的对象，有着天然的优势，可谓“天时、地利、
人和”。
　　对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的研究，前人虽有不少研究成果，也留下了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
但是，将音乐放在整体科仪中进行系统地研究者却不多。
利民能从史籍道经、诗文杂记中，广泛收集道教斋醮科仪及音乐资料，又长期深入龙虎山进行实地考
察和调研，并多次走访当代高道乐人，亲自参与观察斋醮科仪法会等，获取田野调查资料。
在大量占有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案头整理与分析工作，同时借鉴吸收了相邻学科
的许多相关成果，在此基础上对龙虎山天师道常用科仪全部程式及其音乐的形态特征与美学特征等进
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我认为，宗教音乐研究是宗教学的要素之一，在对宗教仪式及其音乐的学术研究中，应强调整体
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与全部程式的实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利民在对本题的阐述过程中，有意识地更多地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主题逐次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努
力寻找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研究者的新途径，通过对龙虎山天师道当今使用的几项主要科仪的实录与分
析研究，解释了音乐在科仪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作用，并指出了道教音乐艺术形成的基因和内核。
不仅从宏观上把握了龙虎山道乐的历史发展轨迹，还从微观上系统地对其音乐形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既注意了科仪音乐的艺术形态，更强调了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信仰形态及其对艺术形式的反作用，突
出了道乐的宗教特质，拓宽了龙虎山道乐的研究视野。
　　在研究的过程中，利民能史论结合，以史为据，以论为主，融会贯通。
一方面，综合、深化了前人的论述，使本书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将思辩与实证结合起来，对道乐的艺术特征、宗教性功能、道人审美观进行综合研究，加
强了论证的科学性，使本书具有特殊文化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阐述的过程中，作者由个体观整体、由特殊观一般，由表象观实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体现了
作者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在道教音乐文化研究的领域中，这是一部有创见性的学术著作，相信它对中国道教音乐学科的进一步
拓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综观《斋醮科仪 天师神韵》一书，可从中具体归纳出以下几方面的学术性特点：　　其一，在音
乐学分析上，作者灵活地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科仪音乐音响资料采用了采录、记谱、描述等
方式对鲜活的资料进行抢救保护。
从龙虎山天师道丰富的科仪中，选取了“启请告歇科仪”、“灵宝济炼度孤科仪”和“传度授篆科仪
”三种科仪进行剖析，对三种科仪的程式、格式及其音乐形态，进行了客观地描述，完整地记录了科
仪音乐在当地文化语境中的生存状态，将科仪音乐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进行动态分析与综合研究，对科
仪音乐的宗教功能、音乐价值和美学观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将斋醮科仪的仪式音乐、济度思想、斋醮
科仪、民俗信仰等诸问题，放入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 自如地实现了作者多视角进行民族
音乐学研究的初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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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斋醮科仪 天师神韵：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对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进行研究，指
明了天师道科仪与音乐的关系，并结合道人的音乐美学观，从整体上论述其音乐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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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绪论 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之渊源与流变一、汉末天师道科仪音乐的形成二、魏晋南北朝天师
道科仪音乐的变革三、唐宋元明天师道科仪音乐的兴盛四、明中叶以后天师道科仪音乐五、天师道科
仪音乐的现状考略上篇 科仪程式及其音乐第一章 启请（告歇）科仪及其音乐第一节 历史与社会文化
背景第二节 乐器、乐队及坛场设置一 乐器、乐队编制与演奏队形二 启请（告歇）科仪坛场设置第三
节 科仪程式及音乐一 启请（告歇）科仪程式二 启请（告歇）科仪实录第二章 灵宝济炼度孤科仪及其
音乐第一节 历史与社会文化背景第二节 灵宝济炼度孤科仪的内容及功用第三节 坛场的设置及科仪音
乐一 坛场的设置二 科仪程式目录三 灵宝济炼度孤科仪实录第三章 传度授箓科仪及其音乐第一节 历史
与社会文化背景第二节 乐器、乐队及醮场设置一 乐器、乐队编制与演奏队形二 醮场的设置第三节 科
仪程式及音乐一 传度授箓科仪程式目录二 传度授箓科仪实录上篇小结下篇 音乐形态及艺术审美研究
第四章 天师道科仪音乐的宗教功能第五章 音乐艺术特征第六章 天师道人的音乐价值观与美学观主要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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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篆斋仪为度亡类阴醮科仪，《太上黄策斋仪》详细记载了此仪的程序。
此斋仪的整体结构为三大部分。
即序部、主部、结束部。
序部为：“宿启仪”为正斋作准备，于第一天夜晚举行。
主部为“行道诵经仪”，此仪共举行三天，每天早、中、晚三朝各行一次，也称“三朝仪”。
第一日的早朝仪为基本结构，其他朝科仪均类此。
结束部为： “言功拜表”和“散坛设醮”两仪，于第五天举行。
因此黄筑斋仪共有“宿启”、三天之早中晚的九次“行道诵经”仪、“言功拜表”和“散坛设醮”十
二仪组成。
　　祈福类的阳醮（金筑斋、玉筑斋）科仪名目极多，但程序、内容和曲目都大致一样。
金策斋科仪是专用于是消除天灾、保佑帝王长命幸福的斋仪。
此斋仪总体上也由宿启（序部）、三朝仪　　（主部）、解坛设醮（结束部）三大部分组成。
金篆斋总体结构和构成方法与黄筑斋基本相同。
玉篆斋主要用于救济人民，改恶从善、谢过乞福，其结构也与黄筑斋基本相同。
　　龙虎山天师道在唐代的斋仪与南朝的传统基本一样，其不同处主要是依特定的用途而增减部分专
用仪节和变换唱词。
　　天师道科仪及音乐发展至宋代已蔚为大观。
考证龙虎山天师道科仪的仪轨可从《玉音法事》中的记载获取。
因为《玉音法事》为道曲集成，它全面集成了当时流行的和新作的道曲，并向全国宫观颁布传唱。
因此它所反映的科仪也可部分地代表天师道在北宋时的情形。
《玉音法事》作为皇室和道教联合制定并颁布全国宫观的科仪经韵集，对于道乐的传承和在全国的统
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该集卷下收录的科仪包括祈福和度亡两类，两仪的结构和程序大体一致，只是度亡类比祈福类的科仪
更加繁复一些。
　　南宋、元代时，皇室命天师统辖江南正一诸道派，使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由于南宋佛教水陆斋的流行，并大量借鉴佛教文化，促使了龙虎山天师道科仪中的黄筑斋和度亡类科
仪大发展。
其黄策斋和度亡斋上升为主体科仪，并有多种名曲和规模。
常用的斋仪有：五天节目的祈禳黄篆斋；二天节目的青玄黄篆救苦妙斋、九天生神斋、祈禳自然斋、
消灾集福道场、安宅斋、度星灭罪斋、灭度五炼生尸斋；二天节目的十回度人经法道场、迁拔道场；
一天节目的血湖道场等，并且所有斋仪统分为“开度”和“祈禳”两大功能。
　　南宋黄篆斋保留了传统醮仪的框架和三部性结构，但在中部“行道”之后新增加了五个仪节，其
总体程序为禁坛仪、宿启、行道仪、召灵仪、炼度仪、传戒仪、升度仪、斛食仪、飞章谒帝仪、散坛
言功。
其中召灵仪、炼度仪、传戒仪、升度仪、斛食仪五仪为新增设。
但总体上还是保留了原《太上黄篆斋仪》的程序结构即序部、主部、结束部。
　　元代天师道度亡类黄篆斋仪的程序包括禁坛、上表、召魂、请光分灯、宿启告斋、关灯破狱、召
摄正度亡魂、沐浴、全形医治、修设普度净供、普召、施食、炼度、传戒超生、诵救苦经、散坛言功
、辞师、炼度、往生、谢恩、送师。
从上可见此斋仪是用一系列基本礼仪象征性地表现从地狱中解救亡魂后，给他们洗澡、医疗、恢复人
形，并施以仙食甘露，水火祭炼，从而脱胎换骨，升天成仙的完整情节。
从程序的过程来看它是南宋时黄篆斋模式的丰富与发展。
这时除度亡仪外，还有上章仪、章官醮仪、金钟玉磬仪等。
　　金元时龙虎山张天师统领三山符筑以后，正一道的授筑仪式及其音乐愈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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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度授策科仪常按黄篆斋的程序进行，授笑科仪包括启师、答筑、讲经、说戒、授予篆生法名、神职
，并颁发职牒、符篆，同时发给法印、天蓬尺、玉笈、拷鬼棒、令牌、令旗等法器，其间穿插请水开
坛、安龙奠土、申文发奏、宿启、拜表、拜玉皇忏等。
所用经韵、经曲都与仪节内容相关。
在音乐的形式和表情幅度上都有新的发展，但基本科仪框架和音乐体系仍与传统保持着内在联系。
　　明代的科仪及音乐也极为丰富，且形式多样。
繁多的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名目在当时是以“门——品——科”分门别类详列的，从周思得所编撰
的《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中可知，仅《赞唱应用门》中的《法事品》就有音乐曲目二百多首。
　　（1）源于经文主旨内容的曲目有：《步虚》《澄清韵》《净秽咒》《迎清师尊赞》《三宝赞》
等韵名。
　　《道教大辞典》释《步虚》为道士“诵经时咏吟的韵调，声韵优雅飘渺，犹步云端。
《道书援神契?步虚》：‘古者祭祀歌舞章或歌毛诗。
今法事长吟，本诸此也。
”历史文献上有关“步虚”的记载，渊源甚古。
南朝刘敬叔的《异苑》曰： “陈思王（曹植）游山，忽闻岩里有诵经声，清远廖亮！
因使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之声。
道士效之，作步虚声。
”刘宋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受仪》、唐杜光庭《太上黄篆斋仪》等书中皆有《步虚词移首， 《道
藏》洞玄部赞颂类收有《玉音法事》三卷，卷上、卷中都载有“步虚词”。
龙虎山天师道《步虚》的经词为：　　太极分高厚，清静上属天。
　　人能修正道，身乃作真仙。
　　行溢三千数，时订四万年。
　　丹台开宝芨，金口永流传。
　　天师道也把《步虚》称为《太极赞》，这是更为直接的意指。
从歌词来看，是很难看出步虚所指，但“清静上属天”一句更可悟出“步虚”之“虚”，因为道士在
科演时，必须边禹步边歌唱，同时烧香升腾，玄想升虚，步行虚空，反复咏诵，古籍也称“步虚缭绕
”。
“步虚”以五言四句为一个段落，以“返本还原、羽化成仙”等为主要内容而显现其虚无缥缈之音乐
风格特征。
　　《澄清韵》的经词为：　　琳琅振响，十方肃清。
　　河海静默，山岳含烟。
　　万灵镇伏，招集群仙。
　　天无氛秽，地无妖尘。
　　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
　　从《澄清韵》的歌词内容和意境来看，曲名与歌词有着紧密的联系。
歌词中有“天无氛秽，地无妖尘，冥慧洞清，大量玄玄”，即是指道徒在内心修炼时应持清静无为之
心态，包括三业（身业、口业、意业）清静，要淡泊虚夷，不染尘境，这样才能体兹正道，悟彼重玄
，达到修道长生之目的。
此外也指道徒向往天界幻境，一派玉宇澄清，万里无埃的景象。
因此， 《澄清韵》作为该曲的标题，具有很强的概括性。
　　经韵中最后四句词出于《原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为晋代道教灵宝经系的首
经，此经由东晋末葛巢甫造作。
故可推测《澄清韵》在东晋可能存在。
因此， 《澄清韵》的韵词传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历史上曲名是有所变异的。
　　《净秽咒》一韵的曲名很显然源于韵词的主旨。
该曲在很多的科仪中反复出现，是使用率最高的一首，韵词为“天地自然，秽气分散，洞中玄虚，晃
朗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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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做何种法事都必须净坛，在驱散秽气后，道炁才能长存，法事便可顺利进行。
　　（2）源于科仪节目的韵名有《破酆都赞》《召亡哀音》《亡魂召参》《度幽上香赞》等。
　　《破酆都赞》又名《破十八狱》，曲名源于宋代黄篆斋中举行的《破狱》《召灵》等仪式节目。
现为灵宝济炼度孤科仪中的一首经韵。
在斋期中，按照救济亡魂的程序，要一一象征性地表演从破狱到炼度、升度等一系列仪式。
破狱以灯为象征，将亡魂从丰都九幽地狱中解救出来，故此而得名。
　　《召亡哀音》《亡魂召参》源于施食科仪中的“召亡”仪节。
对于召亡，道教中有这样的解释，认为“人之初死，升屋而号者是也。
良心善性，归于情欲，执而不化，死则不能反其委顺于天地，不免魂气飘荡，从迷人迷，故先之以神
虎追摄，次之以神幡摄召”。
言下之意，就是召请地狱之亡魂，光临醮坛之上，享用施食，永获超度。
　　《度幽上香赞》是度幽科中的一首韵腔，它名称即来源于度幽上香之仪。
在度幽科仪中，高功登上醮坛，设法度众生。
在坛上，把香、果、花、灯、水五种供品献给有关神灵，并向神灵陈述心愿，乞求垂惠，协助科仪圆
满成功。
韵名由此而来。
　　《玉皇忏》韵名来源于玉皇忏科仪本身。
《社司赞》韵名源于社词经忏科仪。
《灶司赞》也是该科仪中的一首经韵。
该韵词是赞颂“香厨妙供天尊，，灶司的，由此而得名。
道经云：“东厨司命礼元皇，庚申甲子奏上苍，每日灶前多秽污，今朝祈祷保安康。
”灶君是道教之一神名，从汉代以来，民间或宫廷对此信仰极为普遍，天师道尊灶神为“昆仑老母”
，《灶王经》称为“种火老母元君”，此经韵曲名与科仪名完全一致。
　　此外，《度幽上香赞》《三官经诵赞》《三官法忏》《慈航赞》《迎三宝赞》等经韵的曲名都直
接引用了科仪之名。
　　（3）用歌词的首句词语命名经韵。
　　天师道的一部分经韵是用其歌词的首句来命名的，如经韵《五方童子引》的歌词为：“五方童子
引莲台，手执莲花灼灼开，接引孤魂临法会，愿今从容次第来。
”曲名引用了该韵第一句的前五字。
《符使赞》的歌词为：“三界值符使，云舆驾浮空，渐别人间远，须臾到上清。
”该曲名引用了首句的四五两字。
此外《五方安镇赞》《启请赞》《中央安镇赞》《斗姥回向赞》《虚皇赞》《瑶坛赞》之名也都是来
源于首句韵词。
尽管曲名为首句或部分韵词，但同样与科仪节目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五方安镇”本身就是请水安龙
奠土科仪中的一个仪节，斗姥回向是拜斗科仪中的一个仪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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