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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笔者在中国传统音乐和道教音乐专题研究方面所获心得的提炼和总结，旨在从历史脉络、形态
特征、审美风格和历史价值四大方面全方位地论述道教音乐的基本面貌和本质特点，为更多的学者和
关心道教音乐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道乐印象。
    本书是近二十年来笔者在中国传统音乐和道教音乐专题研究方面所获心得的提炼和总结，旨在从历
史脉络、形态特征、审美风格和历史价值四大方面全方位地论述道教音乐的基本面貌和本质特点，为
更多的学者和关心道教音乐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道乐印象，是谓“通论”之本意。
 全书共分四篇。
第一篇着重描述分析道乐的渊源和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全程。
通过本篇研究，基本理清了道乐历史发展的线索以及其中隐含的某些规律，使读者对道乐有一个清晰
的历史感，基本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跨越近两千年的历程而走到今天，明白其珍贵的历史意义所在； 
第二篇从基本特点、音乐形态、音乐曲目、仪式类型等角度多侧面考察论述道乐作为一种宗教音乐所
独具的形态特点，使读者对道乐的基本面貌和它区别于一般民族民间音乐的本体特点有一种全方位的
认识； 第三篇深入探索道教的音乐观念和宏观风格特征。
道乐是多少具有一些神秘性的音乐品种，它的外在形态已表现出了诸多不同于世俗音乐的特征，而这
些特征的铸就，在很大程度上与道士们不同寻常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联。
了解这些隐密奇异的观念，无疑可加深我们对道乐品质的认识，拓宽对道乐审美体验的理解，从而有
可能以更宏观、更简约的方式把握道乐的主导风格。
 如果说前三篇主要围绕道乐本身的特点而作面面观的话，那么第四篇则将视野进一步拓宽，将道乐置
身于华夏音乐中进行考察，观察道乐在中国传统音乐大家庭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对于中国音乐诸多
品种形式的发展起到何种真实的作用？
此篇论述必须基于对中国音乐和道教音乐两方面的情况都有相当深入详实地了解，并须仔细考证、辩
析道乐与不同音乐品种千丝万缕而又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最后才能对其间的真实关系作出判断，对
道乐的千秋功过和历史价值作出评说。
因此，本书尽可能搜寻道乐与民族音乐诸品种的联系线索和方式，客观论述其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现象
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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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蒲亨强，男，1952年生于重庆．中央音乐学院中同传统音乐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及道教音乐的教学研究，已发表《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的新视野》、《寻千年楚声遗韵》、《中国重要宫观道乐》、
《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长江音乐文化论述》、《中国音乐通论》著作8部，  《论民歌的基础结
构——核腔》等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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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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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第三章　科仪与音乐关系论　第四章　科仪音乐类型及特征　第五章　道乐曲目考论第三篇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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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道乐与戏曲音乐　第六章　道乐与民族器乐　第七章　道乐与民歌主要参考文献附录1　20
世纪的道教音乐研究附录2　本书曲谱附录3　蒲亨强主要论文索引附录4　蒲亨强专著、译著、合著目
录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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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历史考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良田沃土，广揽杂
收古代巫术、神仙方术、神鬼祭礼、儒、释理论及古代哲学、科技等多种文化养料而构建起以“长生
成仙、祈福禳灾”为核心内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道教的哲思和理想，落实于名目繁多的祷神斋醮仪式形象，而这些仪式又都与音乐结合进行。
因此，自道教在东汉末（公元126—144年）形成之后不久，作为道教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道教音
乐也开始了其发生发展的历程。
　　道教音乐的发展与道教本身发展的演变过程基本同步但是描述分析道教音乐的历史情况却特别困
难，其原因，首先是有关历史文献极为稀少零散，更无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其次是有关研究论著寥
如晨星，因而无论在研究成果和资料上可资凭借的东西都不多；再次是道教音乐传承主要仰赖于口传
，缺乏明晰的乐谱或音响数据的录存，而口传数据最早仅可上溯到清末。
这些特点，使道乐史研究很难建立在直接的音乐资料基础上，而必须另寻新路。
目前最值得注意的基本资料是道教仪式经书。
道教的哲理信仰均外化于繁多的仪式行为中，道教历来很重视济世度人的斋醮仪式，从东晋时期开始
就有了记录仪式过程的传统，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仪式文献。
这些仪式文献道教内部称之为科仪书或科书，其中详细记录了大量仪式资料，历代延绵不断，且不乏
与音乐相关的资料。
根据这些文献，对照今存的活的音响，再结合各历史时期道教发展的大势及相关文化背景，可望大致
把握道乐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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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笔者在中国传统音乐和道教音乐专题研究方面所获心得的提炼和总结，旨在从历史脉络、
形态特征、审美风格和历史价值四大方面全方位地论述道教音乐的基本面貌和本质特点，为更多的学
者和关心道教音乐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道乐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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