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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通过分析不同属性的仪式个案，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以及方法论上的反
思，为学界在仪式音乐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具启发性的思路和可扩展的空间。
编撰者们以“仪式中音声”为切入点，以他们在该领域研究实践中所获之领悟和体验为基础，提炼出
一套相对完备和清晰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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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小结　　根据以上梳理的结果，可将迄今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基本状况大致归纳如下：　　从
研究类型的分布上看，仪式音乐调查报告性质的文章较多是由地方研究机构或其他非专业院校学者撰
写，具仪式音乐民族志性质研究的主阵地是在大专院校，且以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居多。
　　从信仰体系类型的分布看，研究佛教、道教仪式音乐居多数，基督教音乐和民间仪式音乐适中，
研究伊斯兰教仪式音乐者最少。
　　从硕、博研究生论文的比例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台湾音乐院校占有较大比例；博士研究
生论文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中文大学占较大比例，其中中国大陆又以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和艺术研究院
所占较多。
　　从研究人员及科研力量的分布看，1980年代至世纪末，除了港台地区一直保持着仪式音乐研究的
学术传统之外，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于民间音乐集成工作的全面开展，仪式音乐研究人材在全国各地
的分布比较均匀。
世纪末至今，随着原有研究人材年龄结构的逐渐老化和专业研究机构、高等音乐院校研究力量日益集
中于北方都会城市，在北方地区，汉族及少数民族的仪式音乐研究人材尚保持较为均衡的状态，南方
各省的研究人员及学术成果则存在着日渐减少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南方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音乐艺术院校采取了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和
研究给予大力扶持和积极引进相关人材的政策，以致出现了北方传统音乐研究人材“群体南飞”的特
殊现象，南方城市地区的音乐院校里陆续建立起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仪式音乐研究也随之得
到了较为明显的振兴和发展。
　　再从学术研究层次的分布特点来看，可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顺应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工作的全
面开展，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主要集中在本文所归纳的第一层次：对研究对象的普调研究方面。
而整个80年代，随着“集成”工作的进入尾声，隶属第二层次：对研究对象的专题聚焦研究逐渐增多
。
尤其是民族音乐志及音乐民族志中的概论型、辞书型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的研究课题里占据了较大的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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