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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深入地对成都道教音乐进行了研究。
该书共分九章，不仅对成都道教音乐的概念及地理分布、成都道教音乐的历史及文化背景、成都道教
音乐的“形态”及其所含“宗教文化”与“音乐文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而且对成都道教音乐与其
他地区道教音乐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并深入讨论了成都道教音乐与《全真正韵》的关系，还对当今的
成都道教音乐进行了考察。
综观全书，结构合理、论述充分、文笔流畅，显示出作者具有较高的音乐学、宗教学、历史学专业知
识和基础理论水平。
这项工作，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有关中国音乐的研究，而且填补了有关道教研究的一些空白，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府天籁>>

作者简介

刘红，哲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博士后。
热衷于道教音乐文化研究，在海内外出版著作十余本，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是《中华道教大辞典》、《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Daoism  Handbook》等大型辞典的分科主编
及主要撰稿人。
曾任教于武汉音乐学院、美国旧金山市立大学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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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辑要·全真正韵》与现存全真道乐的几个版本    一、全真正韵与《重刊道藏辑要·全真正韵》56首
经韵    二、闵智亭传唱《全真正韵谱辑》与《重刊道藏辑要·全真正韵》      三、江至霖与《重刊道藏
辑要·全真正韵》      四、现流传的全真223条经韵第五章  成都道教音乐与其他地区道教音乐的比较　
第一节  “十方韵”与“地方韵”  　第二节  与成都道教音乐相关系的“地方韵”      一、北京韵    二、
东北新韵    三、武当韵    四、陕北白云山韵    五、浙江韵    六、龙门洞本山韵    七、河南韵    八、崂山
韵    九、兰州韵　第三节    成都道教音乐与各地道教音乐传承关系探讨    一、成都道教音乐与湖北“
武当韵”的关系    二、成都道教音乐与北京白云观经韵音乐的关系    三、成都道教音乐与陕西“十方
韵”的关系    四、成都道教音乐与“浙江韵”的关系第六章  现行成都道教音乐形态概述　第一节  道
乐流派    一、静坛派    二、行坛派　第二节  道乐形式    一、声乐唱诵    二、器乐演奏　第三节  风格与
特点  　一、南韵（广成韵）    　二、北韵（全真正韵）  第七章  成都道教音乐的宗教文化分析　第一
节  道教仪式类别与道教音乐层次划分　第二节  道乐层次与道核心的亲疏关系　第三节  时空、人员结
构与道乐的生成关系    一、人员结构    二、时空结构第八章  成都道教音乐的音乐文化分析　第一节  
成都道教音乐的地方音乐文化特征    一、地方戏曲音乐的关系    二、与地方曲艺音乐的关系    三、与
地方佛教音乐的关系    四、与地方歌舞音乐的关系    五、与地方民间歌曲的关系    六、与地方器乐曲
牌的关系　第二节  成都道教音乐地方音乐文化特征成因分析    一、民俗活动的因素    二、道士身份多
重性的因素    三、宗教宣传与民众信仰的因素    四、地理环境与语言因素    五、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因素　第三节  成都道教音乐的古蜀音乐文化特征    一、古蜀文化与道教音乐文化    二、张孔山道人与
古曲《流水》      三、成都道乐与洞经音乐第九章  当今成都道教音乐　第一节  当今成都道教文化现象 
  一、成都举办的“道教文化节”      二、成都道教音乐文化展演　第二节  成都道教音乐文化的传统继
承及其现代发扬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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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器乐曲牌　　道教音乐中用各种乐器演奏的曲牌音乐，按照其在科仪进行环节之演奏场合，又
可细分为如下几种形式：第一种器乐曲牌的演奏，大都在斋醮科仪开始之前运用，以吸引百姓群众前
来看斋和扩大声势。
第二种是过场音乐的演奏。
这种过场音乐的演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经文唱诵中，于经韵与经韵交接的间隙中演奏过场音
乐；另一种是在科仪活动中，通过过场音乐演奏，起到转换法事程序的作用。
器乐曲牌中，有一些是道教音乐之专用曲目，如《木本经》、《白鹤飞》、《路罡调》等。
也有些曲目如《小开门》、《将军令》等，可在某些戏曲、曲艺、地方乐种中见到。
然而，这类世俗的通用器乐曲牌一旦进人道教音乐的玄门之内，与钟鼓法器之声结合，混响于宫观殿
堂内外，音乐气质早已超尘脱俗，呈现出明显的仙乐妙音之韵味。
　　5.法器曲牌　　法器曲牌在道教音乐中虽为数不多，但地位却十分重要，在咏唱韵腔时，有时丝
弦、吹管等伴奏乐器可以略去不用，然而法器是必不可少的。
法器牌子又分为铙牌子与铛牌子两类。
演奏铙牌子之用的法器是大铙、小铙，大、小木鱼，大、小鼓和大、小磬；演奏铛牌子使用的法器是
小铛子、手铃以及大、小木鱼，大、小鼓和大、小磬。
铙牌子常作为各类法事科范仪式程序的转换、连接而单独演奏；同时还在各类韵腔、器乐曲牌的演唱
、演奏中作为引子、尾声、间奏使用。
铛牌子则常作为韵腔、器乐曲牌的伴奏法器，起到击拍数板、烘托宗教气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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