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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文选》的收录范围，为武汉音乐学院师生及

校友在校工作和在读期间的部分道教音乐研究成果，同时还收录了部分校友的

校外研究成果。

二、本书收录的道教音乐学术论文，为武汉音乐学院建校伊始至今在全国主

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和学术研讨会收录的道教音乐研究成果。

三、本书分为上篇和下篇两大部分，除《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历史回

顾》外，其它均以发表时间为序，时间相同时，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发表刊

物和学术会议论文以首字汉语拼音排序。

四、本书收录的道教音乐学术论文只注明所载刊物、期号、时间，所载著作、

文集只注明出版地点、出版社、出版时间，其它不注。

五、本书收录的道教音乐学术论文只刊载原文正文内容，对于经作者本人校

对或修改过的部分文章，在该文后加以说明。

六、本书收录的道教音乐学术论文谱例统一使用五线谱。

编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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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夫，文以载道，乐以和德。先贤制礼作乐，履道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也。

是故，音乐之美，在于旋律；仙乐之美，赋予飘渺。太上曰：“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王弼叹曰：“大音，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

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

我玄教乐章，传自元始宝珠说法，灵宝真经传载，太上留演经教。大道隐匿，

无以为名。仙家风范，在乎山水，畅乎宇宙。登蓬莱而步太虚，凤篆龙章；上昆仑而

见王母，妙乐玄律。清澈乎山林、动响乎山岳。琳琅振响，十方肃静，河海静默，山

岳吞云。美妙至极，清静天地，化育群生，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

吾学生宗权道友，送来武汉音乐学院诸君精研道乐妙文，道衲观之，蔚为大

观，弘道在斯，传教在斯，寓教亦在斯，吾甚为欣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

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而武汉音乐学院，在研究道

教音乐工作上，是足以为道的。丙寅年，在史新民副院长的领导下，武汉音乐学院

成立“道教音乐研究小组”，旋于庚戌年成立“道教音乐研究室”，癸未年，向思义

教授发起成立“武汉音乐学院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与培训中心”，即在原基础上的

一大开拓。辛卯年，胡军教授担任该研究室主任，遂申请更名为“武汉音乐学院中

国道教音乐研究中心”。

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闻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史新民、周振锡教授，率领

道教音乐研究专家王忠人、向思义、刘红等，久慕仙风，好闻仙声，入武当、登龙

虎，访三茅、问衡岳，上终南、钓崂山。得道德之妙章，法天贵真；成古今之大论，乐

融三才。后培养孙凡、胡军等中青年专家，今已各领风骚，成为各研究机构领军人

物。其联系道教诸大丛林，搜集、整理、研究全真、正一各韵律玄章，成果大矣，意

义亦大矣！

道教音乐与世俗不同。世俗者悦耳动听而已，道教音乐，乃上圣高真所演，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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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理阴阳、和解自然、顺化人间之妙用，故不可浅而视之。武汉音乐学院之研究道

教音乐，亦有此深义。均在成就上，获大意丰，令人赞赏。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音乐之德，在于听而不在于得；仙乐之

道，在于感而不在于享。故庄子有至乐无乐，至誉无誉之叹。 道衲愿诸君，再接

再厉，在道教音乐研究领域，作出更大贡献。

今草为序，以待来哲。

任法融

癸巳年仲夏于北京白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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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索隐 寻道问乐
———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历史回顾
（武汉音乐学院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中心）

以1953年成立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作为建校起点，武汉音乐学院历经

了六十年的办学历程。六十年来，学院的几代学人秉承优良的学术传

统，以其博大的胸怀容纳各种学术力量与艺术风格，逐渐形成了武汉音乐学院丰

富多样、积淀深厚的音乐教育历史传承与学科特色，其中的道教音乐研究，伴随

学院的发展迄今也近六十春秋，且在不同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谓六十

年来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中一个缩影和亮点。以下，对武汉音乐学院的道教音乐

研究历程、成果、特色和影响作一回顾。

一、道教音乐的研究历程

1953年，由中南文艺学院、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和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的音乐部分共同组建成立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武汉音乐学院前身），武汉音乐

学院的学科建设从建校初始就体现出多源汇流、兼融并蓄的特点。这一时期，中

南音乐专科学校民族音乐学科的建设通过各种融合也得到发展，并于 1956年成

立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民族音乐研究室”。

20世纪 50年代初，作为民族音乐学科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音乐研究开始受

到学界关注，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杨荫浏、曹安和等人为代表的部分专业

音乐工作者，对国内一些地区的道教音乐开展了搜集与整理，由此拉开了建国以

来道教音乐研究工作的帷幕，武汉音乐学院的道教音乐研究亦发端于这一历史

时期，先后经历了零星搜集与整理、初步调查与研究、全面收录与研究和重点研

钩沉索隐 寻道问乐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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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回顾几个历史阶段：

（一）零星搜集与整理（20 世纪 50 年代）

20世纪 50年代，正值武汉音乐学院的建校初期，随着当时学界对江南一带

民间音乐的集中普查和采录，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开始进入学者视野，当时

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的余尚清教授等人，参加了被誉为“近代道教田野调查之最全

者”①的苏州道教艺术集调查工作，调查组通过对苏州道教文化艺术进行多方

面、全方位的记录整理，在 1957 年，由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编辑的《苏州道教艺

术集》（油印本）问世，该集分为“苏州道教的醮事”、“苏州的道教音乐”、“正一雅

韵曲目”和“图片部分”等四大部分，其中由余尚清教授撰写的第二部分“苏州的

道教音乐”，记录了作者在“耳听仙乐，目迷五色”中的田野工作感受：“如果我们

认真地去发掘、研究（道教音乐），把它作为前人表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仪式

及神话传说而创作的一部分音乐艺术来看，那么，它便会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

论———这是我们民族古典音乐的杰作，这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音乐遗产。”对于苏

州道教音乐的调查和整理，使余尚清教授成为武汉音乐学院建校初期就开始涉

足道教音乐研究的专家学者，这也是建国以来我国最早从事道教音乐文化研究

的音乐学者之一。

图 1 《苏州道教艺术集》（1957 年油印本）

① http://book.douban.com/review/304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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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武当山道士及周边火居道士曾组成古乐队参加湖北省的文艺汇演

活动，活动期间曾应邀到中南音乐专科学校进行座谈和录音，这为以后武汉音乐

学院组织教师参与武当山道教音乐的研究，开了先河。

（二）初步调查与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

1962年 8月，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前身）的部分教师，参加了由中国

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组成的武当山道乐调查组。调查组通过对武当山及周边房

县、谷城地区道教音乐的调查，撰写了《武当山道教音乐考查报告》（油印本）。由

于这一时期的道教音乐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再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还有许多研

究工作未能全面展开，正如该调查组在报告中指出：“道教音乐主要在于它比较

完整、系统，对研究工作才有价值，因此挖掘搜集工作必须全面、系统。这样，动员

的人数比较多……这不是音协一个单位的人力和经济力量可以解决的。”尽管如

此，对于武当山道乐所进行的初步调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武当山道教音乐的珍

贵资料，也为学院后来系统的道教音乐研究工作积累了经验。

（三）全面收录与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

1979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颁发了《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

规划》〔（79）文艺字 537 号、音民字第 002 号〕文件，从此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

地民族民间音乐收集整理工作得以展开。其中，根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

编辑工作的统一要求，将宗教音乐的收集与整理列入该卷，这就为道教音乐研究

由“零星收集与整理”向“全面收录与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武汉音乐学院的道

教音乐研究工作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钩沉索隐 寻道问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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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以史新民教授为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

专业音乐工作者，开始系统地对武当山道教音乐展开搜集、整理和研究。是年 6

月 6 日至 11 日，编辑部开始制订武当山道乐实地考察计划（史新民、牛春来等

人），7月 18日至 8月 6日，开始对武当山道乐进行全方位的采录（史新民、牛春

来、张祖金、于德琛、鲁金木、庞耘等人），11 月 30 至 12 月 5 日，进行查漏补遗

（吴素华、于德琛、余开文、庞耘、蒲亨强等人），1987 年 2月 24 日至 3月 17 日进

行核实校对（史新民、周振锡、许民、蔡际洲、鲁金木等人），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

由史新民主编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①。

《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道教音乐专著，引起学界和新

闻界的广泛关注，香港中国通讯社的《新闻通讯》于当年 8 月 7 日刊发了该书出

版的消息，并评价该书为“中国宗教音乐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1986年，随着武当山道教音乐研

究工作的深入，武汉音乐学院适时成

立了“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小

组”，1990 年改名为“武汉音乐学院道

教音乐研究室”（主要由史新民、周振

锡、王忠人、向思义、刘红五位专家学

者组成，此后陆续加入孙凡、胡军等中

青年学者），这也是全国最早的道教音

乐研究机构之一。

1987 年 9 月 7 日至 14 日，随着

《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正式出版和

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影响的日益扩大，

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在湖北

武当山紫霄宫，举行了全国“《中国民

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寺庙宗教音乐专

题编辑工作会”，文化部原代部长、中

国文联原主席周巍峙、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常务书记冯光钰、《集成》办公室主任

王民基以及部分省市《集成》主编参加了会议。“会议以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

图 3 《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1987 年）

① 史新民：《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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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试点，解决宗教音乐的界说和熟悉了解我国宗教政策和法规，确定收集内

容。会议确定，原始宗教音乐不作为宗教音乐，而作为祭祀音乐收入卷本。会议很

好地解决了宗教音乐的属性，及在编辑工作中的归属问题，进一步确定了收集范

围和编辑对象的界限”①，此次会议对全国各地道教音乐的搜集与整理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武汉音乐学院的道教音乐研究也以此为契机，相继以湖北武当

山、西安八仙宫、江西龙虎山、江苏句容茅山道院和苏州玄妙观、湖南衡山等名山

宫观为研究对象，对其道教科仪音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采录、整理，武汉音乐学

院的道乐研究由此进入全面收录和研究的阶段。

图 4 香港中国通讯社《新闻通讯》（1987 年）

1988年，武汉音乐学院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率先招收研究道教音乐方面的民

族音乐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②培养了一批道教音乐研究的高学历人才，这些研

究生中的多数今已成为此一领域的博士、教授或博士生导师，在国内外具有广泛

的学术声誉和影响。

钩沉索隐 寻道问乐

① 王民基：《与我国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遗产抢救、收集、审编工作的半生缘———中国民

族民间音乐集成编审工作回顾》，《黄钟》2010 年第 1期。

② 部分硕士研究生在武汉音乐学院完成硕士阶段学习后，又先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中

央音乐学院、扬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或进入博士后流动

站，其研究仍以中国传统文化和道教音乐文化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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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和 1991 年，武汉音乐学院在全国专业音乐院校中，与本院学报《黄

钟》联合，先后出版了两期“道教音乐研究专号”①，这在当时的高等院校学报中是

绝无仅有的。此外，《黄钟》编辑部还在外文版中专题刊载了学院道教音乐的研究

成果，这些不仅扩大了学院道教音乐的学术影响，也极大地推动了道教音乐的对

外学术交流。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发起并主持的“中

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在武汉音乐学院的协同下（校友刘红任副主持），主

要对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进

行系统性研究，从 1995 年起，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道乐系列性研

究专著近二十本，对道教音乐的深入和系统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图 5 《黄钟》“道教音乐研究专号”（1990、1991 年）

这一时期，一批海内外音乐学者也通过各种形式，与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

研究室联袂开展了系列

的道教音乐研究活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到世纪之交，武汉音乐

学院除面向社会培养道

乐研究的专业人才外，

还率先承担起培养道内

音乐人才的重任。学院

图6

学
院
教
师
参
与
﹃
武
当
山

道
教
乐
团
﹄
活
动
︵1990

年
︶

①《黄钟》1990 年第 1期，1991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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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为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江苏玄妙观、江苏茅山道院、武汉长春观、湖南

衡山和山西绵山等道教宫观开展道乐培训工作，这些学员中的多数骨干今已成

为各名山宫观的“当家人”或经忏科仪的中坚力量。

（四）重点研究与回顾（本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学院道教音乐研究与培训工作的不断深入，2002年，

学院适时将“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室”更名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道教音

乐研究与培训中心”①，2011 年又定名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中

心”。

图 7 学院成立“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与培训中心”（2002 年）

图 8 中国道教协会原会长闵智亭题词

这一阶段，武汉音乐学院的道教音乐研究与人才培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

钩沉索隐 寻道问乐

① 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道长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道教音乐研

究与培训中心”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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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新要求，学院在道乐的研究课题上，除开展传统道乐的普调工作外，开始注

重对道教音乐研究的总结与回顾，学院的教师和校友在各类学术刊物上撰写了

《20世纪的道教音乐学术研究》①、《当代道教音乐的回顾与展望(上、下)》②、《武当

山道教音乐研究之回顾》③等道乐研究回顾性的文论，尤其是 2005年由学院史新

民教授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20 世纪中国音乐史论文献综录·宗教音乐

卷·道教音乐》，对 20世纪的百年道乐研究历程进行全面回顾。在全面总结的基

础上，学院的道乐研究以多年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开始聚焦道乐的专题性研究，

以此拓展道教音乐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以此关注当下道教音乐学科的建设

与发展。在道乐的人才培养上，学院针对道内与道外、山上与山下、学前与学后等

不同特点和人员结构的不断变化，结合现实条件和发展要求，开展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和个性鲜明的道乐培训活动，以适应道教文化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

道乐的学术交流与艺术实践上，学院不少专家、学者的学术影响和艺术实践成果

在海内外、道内外令人瞩目。

总的来说，武汉音乐学院的道教音乐研究已近六十春秋，学术传统薪火相

传，具有“道乐研究工作起步早，成果面世早，成立道乐研究机构早，以及招收道

教音乐研究生早”④等特点，是中国道教音乐研究的重要学术群体和学术力量。

二、道教音乐的研究成果

六十年来，武汉音乐学院的几代学人在道教音乐研究领域钩沉索隐、寻道问

乐，积累了丰富的道教音乐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不同时期的一些校友，他们在

学院工作或就读期间开始涉足于道教音乐的研究，最终成为道乐研究领域的著

名专家、学者。正是今日学院师生和昔日杰出校友的共同努力，方使学院的道教

音乐研究代代相传、玄音不辍，学术影响蜚声海内外，并获得道内外的一致好评。

① 蒲亨强：《20世纪的道教音乐学术研究》，《宗教研究年鉴》2001 年。

② 刘红：《当代道教音乐的回顾与展望（上、下）》，《中国道教》2006 年第 6 期、2007 年第

1期。

③ 胡军：《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之回顾》，《黄钟》2008 年第 4期。

④ 史新民：《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道教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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