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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旅游文化（第3版）》是高等教育旅游管理
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本教材共分13章，在简要介绍旅游文化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对旅游客体文化——中国的历史文化
、地域文化、山水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书画艺术、雕塑艺
术、工艺品艺术和传统表演艺术的基础知识、文化特征和审美鉴赏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在章节内容的安排上，既有基本知识概述，又有分类详细介绍，还有审美鉴赏，突出了文化素质课程
的知识性、可读性；在编排体例上，正文前有学习目标、重点难点提示，正文中有知识链接等拓展知
识，正文后有本章小结、案例分析、学习与思考等复习环节，体现了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
本教材集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既可作为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和其他专业文化素质教育
教材，也可作为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爱好者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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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 13.4 中国传统音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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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3.1.2 皇帝登极仪制 皇帝即位称为登极（基），登极大典是新皇帝向全国臣民及四周邻邦
宣布其皇权的合法性，并宣布新的统治时期的开始。
因此，在诸多的礼制中，最重要的是登极大礼。
皇帝登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王朝的开国大典；二是先帝驾崩，嗣君继位。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推翻元朝，建立大明朝，其开国大典博采旧制，斟酌古今，堪称典型，主要仪
式包括以下程序。
 （1）告祀天地皇帝称为天子，是承天命而君临天下统治万民的。
因此，必须首先告祀上天，以表示奉天承运，取得君权的合法性。
古制天为阳，居南；地为阴，居北。
所以在南郊筑天坛祭天。
祭告之后，于南郊即天子位。
即位时，宣告立国号曰“明”，建元“洪武”。
丞相率百官及都民耆老，拜贺舞蹈，三呼万岁。
 （2）告祀宗庙社稷皇帝即位以后，以大驾卤簿（最大规模的仪仗队）为导从，去太庙（始祖之庙）
祭祀列祖列宗，以表示不忘所出，并求列祖列宗之灵保佑国运长久。
由于是开国之君，为了显示血统的高贵，还要追尊列祖列宗以尊号，告祀宗庙以后，再告社稷。
社为土地之神，稷为五谷之神。
土地与五谷乃是一国之本，社稷实为护国之神，开国之君告祀社稷，祈佑国泰民安。
 （3）皇帝御殿，接受百官朝贺 皇帝告祀上天、太庙、社稷之后，身穿衮冕之服，御奉天殿，接受百
官的进表和朝贺。
因为是确立君臣之位，所以礼仪也非常隆重：大典之日，列卤簿、甲士于午门之外，列旗仗与五辂（
即天子所用的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五种车）于奉天门外。
第一通鼓响，百官穿朝服立于午门之外。
至第二通鼓响，丞相率百官入天殿。
拱卫司鸣鞭，在鼓乐声中，引班指导百官至殿前丹墀（宫殿前的石阶）两侧各自的位置上，手持笏板
站好，文官在道东，武官在道西，皆按品级高低排列。
自一品和从一品至九品和从九品，每品一行，共十八行；百官列毕，皇帝衮冕登上御座，鼓乐齐鸣。
乐止，将军卷帘，司宝将象征天子权力的玉玺放在案上，值班二人号令整肃百官队伍。
之后，赞礼官唱礼赞拜。
奏乐，百官随乐四拜，起立，乐止；在内赞（赞即主持人）唱喝的指挥下，宣表官宣读百官贺表。
宣读完毕，赞礼官再唱赞拜。
奏乐，百官四拜，乐止。
百官捂笏，三鞠躬，舞蹈。
拱手加额，三呼万岁。
又四拜，礼毕。
百官贺毕，皇帝册立皇后、皇太子。
次日，颁发即位诏书，告示天下。
 若是先帝驾崩，出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考虑，嗣君多是在当天或数日内于先帝柩前即皇帝位。
仪式较简单，但嗣君是承天命而继大位的，在即位的礼仪中，必祭告天地祖宗。
在祭礼中，因是丧期，乐器皆设置而不用，仪式隆重肃穆而无欢乐气。
 2.3.1.3 古代帝王的尊号、年号、谥号、庙号制度 （1）尊号 顾名思义即是尊崇之号。
最初的尊号就是“王”与“皇帝”。
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之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为王。
王字之三横象征天、地、人三界，中间的一竖，下立于地，是大地的主宰；上通于天，是天的代表，
故称为天子；中统于人间之万众，故云“天下所归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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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集神、人于一体的最高统治者。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皇帝的是秦王赢政。
他统一六国之后，认为称王已不足以显示他的丰功伟绩，遂将“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五
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合而为一，称为“皇帝”。
《独断》云：“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
帝者，谛也，能行天道，事天审谛，故称皇帝。
”皇帝是奉天命、替天行道的盛德天子，乾纲独揽，一统天下。
 自从秦始皇创皇帝名号以来，“皇帝”之名就成为神圣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也是尊号。
所以每当开国之君或继位之君登极时，都要举行“上尊号”仪，奉为皇帝，表示确立至尊之位。
上尊号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奉告天地、宗庙、社稷，以示神圣庄重。
 唐代高宗和武则天时，感到“皇帝”二字还不足以体现神圣、至尊，又创行新的尊号法，下令“皇帝
称天皇，皇后称天后”。
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又在皇帝名号前另加美号以示至尊。
她先后四次为自己加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
圣神皇帝。
 唐和五代时，尊号一般为四或六个字，后面为“孝皇帝”。
如唐中宗的尊号为“大和圣昭孝皇帝”，孝表示以孝治国，孝字不属于尊号的组成部分。
自宋代以后，尊号用字越来越多。
例如宋太祖的尊号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不计皇帝二字，另加16个字。
明太祖的尊号更长，达20个字。
 （2）年号 年号是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是某一皇帝当政时代的标志，因此也是某一皇帝的代号。
年号始创于汉武帝。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
“建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至清代末帝溥仪的宣统为止，年号一直延续不绝。
每个新王朝的皇帝即位，第一件大事就是建元改号，这叫“奉正朔”，以示与民更始，象征着从此由
他来掌管天下。
 一般来说，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年号，多少无定制。
汉武帝在位54年有11个年号。
武则天在位15年有14个年号。
皇帝可以根据需要不断改元。
这些年号就是某一个皇帝在执政不同阶段的代号。
 总的看来，宋代以前一帝多年号的情况较为普遍，元代以后年号更新渐少，除明代英宗因被蒙古瓦剌
部所俘两次登极有两个年号外，其余都是一帝一年号。
清代十帝全都是一帝一年号。
因此，明、清两代皇帝的年号就完全成了皇帝称号。
如洪武帝、嘉靖帝、崇祯帝、康熙帝、乾隆帝、道光帝，等等。
 （3）谥号 在中国古代，帝王、诸侯及其后妃死后皆有谥号。
所谓的谥号，就是根据他们生前的德行功过给予的一种评价性称号，以示善恶功过。
谥号对受谥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代号。
如汉武帝、晋元帝、隋文帝、隋炀帝，等等。
 谥号产生于西周穆王。
穆王的妻子死后，穆王极为哀痛，赐谥为哀淑人。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谥号。
后来，周王、诸侯死后避讳其名，循此例另起美称，谥法便正式产生了。
按谥法的规定，生称名，称尊号，死称谥，不再称名，所以谥法又叫易名礼或更名典。
 谥号用来评价死者的德功是非，大体分三类：一是表扬的，如经纬天地日文，威强睿德曰武，等等。
二是批评的，如乱而不损日灵，杀戮无辜日厉，好内远礼日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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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同情的，如恭仁短折日哀，慈仁短折日怀，等等。
晋文公、汉文帝之“文”，汉武帝、晋武帝之“武”，卫灵公之“灵”，隋炀帝之“炀”，汉哀帝之
“哀”，楚怀王之“怀”等皆为谥号。
 谥号并不是皇帝所独有的，诸侯、文武高官、鸿儒耆宿或忠勇义烈者死后，朝廷或私家根据他们生前
的德行功过，也可以给他们以谥号。
如霍光谥号“宣成”侯，诸葛亮谥号“忠武”侯，欧阳修谥号“文忠”公，岳飞谥号“武穆”王，曾
国藩谥号“文正”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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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旅游文化(第3版)》是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
”规划教材之一。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旅游文化(第3版)》集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既可作为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和其他专业文化素质教育教材，也可作为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爱好
者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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