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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0—2020 年，仪式音乐领域博士学术论文研究成果

较少，所涉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一时期

该领域发表的博士学术论文有 14 余篇。关于仪式音乐的研

究，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宗教仪式音乐研究、民间丧葬仪式音

乐研究两大类研究。

2 宗教仪式音乐研究
此类研究将关注点置于佛教仪式音乐研究、天主教仪式

音乐研究、道教仪式音乐研究、三一教（三教合一）信仰仪

式音乐研究。

2.1 佛教仪式音乐研究
其中对佛教音乐进行研究，几乎以寺庙或区域个案调查

为主，如胡暐光的《汉传佛乐“十方腔”研究—以中国大

陆几个代表性寺庙仪式音乐为例》、颜芬的《成都文殊禅院

水陆法会仪式音乐及传承研究》、陈芳的《华岩寺佛教仪式

音乐及传承研究》、颜婷婷的《佛教仪式音乐 30 年间之演

变及其传承研究—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为例》。以上论

文对佛教仪式音乐研究中所形成的主要观点是：以寺庙或区

域个案调查为研究对象，初步确认其客观存在，提出音乐仪

式与音乐关系紧密，音乐贯穿于仪式始终。提出其仪式全过

程是一个综合的表演模式，音乐作为艺术表演形式被吸收到

仪式中，通过依附于经文形成词乐一体的唱念形式，并依据

特定的礼仪构成情节结构，从而参与仪式、发挥职能。

2.2 天主教仪式音乐研究
对天主教仪式音乐的研究有一篇，沈霜的《重庆市若瑟

堂天主教弥撒仪式音乐特征及其教育功能研究》，此文章以

中国重庆天主教弥撒仪式音乐为个案进行探索，此论文中形

成的主要观点是：首先，仪式和音乐不是两种独立而可以任

意分割的个体，而是整体仪式的两个侧面，音乐不能被理解

为增添仪式实质效果的装饰，它是仪式的必要组成要素；其

次，歌词是将仪式和音乐联系起来的纽带，礼仪还起着传递

教义的工作，是礼仪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3 道教仪式音乐研究
对道教仪式音乐的研究主要有两篇：陈瑜《晋北地区民

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赵书峰《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

文化》。两篇论文都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运用音乐民族志、

民族音乐学等研究手段对个案中的道教仪式音乐进行了研

究。《晋北地区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为：

通过对研究对象源流的调查 , 指出其复杂性。晋北民间道教

音乐主要依附于道教科仪法事存在 , 道教科仪法事是道教音

乐得以留存的重要载体。《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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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指出 , 以瑶族为主体的“梅山恫蛮”, 在中国梅山文化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 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其仪式及仪式音

乐的形成是以瑶、汉等多民族文化在“核心圈”内互动、交

融的文化产物。

2.4 三一教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有关此领域的博士论文为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吴慧娟的

《福建仙游三一教仪式音乐研究》。此研究建立在较为严格

的田野工作基础之上 , 通过历史及具体的现状的考察 , 客观

描述和分析三一教仪式的相关事务、管理制度、音乐文化的

传承等。作者指出三一教信仰解决了儒道释三教现实与精神

追求上的差异 , 反对道释出家入山修行 , 极力主张在家修行，

很好地把握住了儒道释这三元一体的文化态势。

综上所述，2010 年至 2020 年这十年间对于宗教仪式音

乐的研究几乎还是以某个寺庙或者特定区域的个案调查研

究为主，主题的选择与宗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密切相关，宗教

仪式音乐与当代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研究结果主要

是关于宗教仪式音乐的价值和未来创新发展的讨论。此外以

上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皆是严谨务实的田野调查，以新的

研究视角、重点的宗教仪式音乐个案的研究，对仪式的过程

进行细致地描述，为研究宗教仪式音乐提供文本基础。

3 民间丧葬仪式音乐研究
3.1 少数民族丧葬仪式音乐及祭祀仪式音乐研究

其中有关此方面研究的博士学术论文有两篇：贾力娜的

《三官寨彝族丧葬仪式音乐及教育功能研究》以及红梅的

《当代蒙古族敖包祭祀音乐研究—以呼伦贝尔蒙古族敖包

祭祀仪式为个案》。研究中所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彝族“丧

葬仪式歌中布摩歌是彝族丧葬仪式音乐的核心内容和少数

民族原始宗教仪式音乐的独特标本”；此仪式音乐形成两种

地域风格系统，这两种风格并行也有所交融。佛教形式的敖

包祭祀能够成为当代敖包祭祀文化的主流形式 , 支配它的正

是区别于藏传佛教的、真正蒙古化了的信仰体系；蒙古族传

统仪式及仪式音乐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处地位日益被边缘

化 , 使得原本依赖于仪式语境而产生并存在的文化形式渐渐

脱离了“原始的”语境，只能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标识性的艺

术形式得以保存和发展。

3.2 某一特定区域民间丧葬仪式音乐研究
有关某一区域民间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两篇：林林的《为

谁而歌—以海城民间丧葬仪式中的鼓乐为例》（辽宁省海

城市、民间）、陆栋梁的《湘桂走廊丧葬仪式音乐文化研究》

（湘桂走廊、民间）。主要阐述了海城鼓乐在丧葬仪式中的

五种功能，同时提出社会和文化赋予了某一种仪式或某个仪

式环节以特殊的规定性 , 这种仪式或者环节就被事先规定的

社会意义所预设。这种预设不会因为参加者、举行时间、举

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从丧葬仪式音乐专题研究成果的书写上看，文章中以田

野考察为整体研究模式主体，其中大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在

丧葬仪式过程—音乐展现的关系梳理上，并运用不同的理

论模式与方法对仪式程序与音乐展现做出解读。另外，几乎

所有学者都聚焦于某一地区、某一丧葬仪式过程的音乐研究，

其次，五篇丧葬仪式音乐专题研究论文，大部分形成了较为

共性化的写作、研究模式，均呈现出自然地理文化背景—仪

式实录—本体分析—文化功能与价值阐释的书写模式。

4 结语
综上分析，在 2010—2020 这十年间，宗教仪式音乐和民

间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已取得长期进展，一些新的研究理

论和研究方法必将对仪式音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此

领域相关论文的收集与举例说明，可以看到当今该研究领域下

的博士毕业论文在宗教仪式音乐及其相关内容研究的特点。以

个案为主要研究对象，选题也与仪式音乐研究有很强的相关性，

研究成果关于仪式音乐这一研究主题的未来创新发展方向。并

且研究者进行务实地进入田野，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的描写。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以往道教音乐研究的薄弱领域也有所涉

猎，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纵观这些研究，对仪式音乐

传播的研究还比较少，所以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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