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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与鱼山梵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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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彩云 
 
 
  梵呗又称声呗、赞呗、梵曲,即佛教歌赞。这种歌曲依据梵土(今印度)曲谱咏唱,故称梵呗。曹

植不仅在东阿鱼山自编了很多文集，还创作出中国最早的佛教音乐——鱼山梵呗。 
   

   有关曹植鱼山“闻梵”,至今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风清月朗之夜,曹植登鱼山,忽空中

传来乐曲,委婉轻柔,美妙动听。曹植敛襟屏吸,侧耳静听,如痴似醉。待山下雄鸡一啼,乐音悄然消

失。曹植依其梵音谱成佛曲,流传后世。此虽系传说,但史书多有记载。南朝刘敬叔撰异苑卷五

云：“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遒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

气，不觉敛襟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

卷三十六云：“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人讽

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

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纂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 
   

  １９３４年上海佛学书局编实用佛学辞典梵音条目云：“陈思王曹子建游鱼山,闻岩谷水声,
写之。制梵呗之谱,是为东土梵呗之始。”是闻岩岫诵经声,或闻空中梵音,或闻岩谷流水声,因系传

说,无法考证,但中国佛教音乐始创于曹植无疑。就连佛教最有权威之典籍大藏经,亦将“佛曲鱼山

十二调子”载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佛曲随佛教经典传入我国中原地区。这种佛曲其音正

直、和雅、清彻、深满、遍周远闻,但与中国音乐传统不相适应,且汉、梵语言与文字结构大不相

同。曹植在艺术天赋方面,秉承其父曹操,不仅能诗会赋,且精音律。献帝建安年间,曹植几度至京都

洛阳,印度佛曲使他耳目一新。他借鉴印度佛曲,糅合宫廷乐章和民间乐曲,创作出一些雅俗共赏、

独具特色的乐府诗,如《杂曲歌辞·齐瑟行》、《相和歌·清调曲》、《相和歌·平调曲》等。太和三

年(229年)曹植迁东阿后,生活条件改善,心情好转。他亲率民众植桑务农,准备干出一番事业,不料

次年五月忽传来卞太后逝世噩耗。可他连赴京奔丧的权力都没有,思母厚恩,肝胆欲裂,悲痛欲绝。 
  

    自此，曹植情绪一落千丈,整日浸沉于佛曲与佛经中以排遣思母之哀愁。他借鉴印度佛经佛

曲,拟将《太子瑞应本起经》删改成《太子颂》,试用中国音乐谱写印度佛曲,用汉语咏唱梵文佛

经。曹植废寝忘食,将全部精力投入佛曲创作中。他时常独步鱼山顶,倾听山涧流水！岩穴来风、

林鸟晓唱、草虫低吟,这些美妙声音给予他很大启迪,触动其创作灵感,于是一部旷古冠今的中国佛

曲便在鱼山诞生,后人称之为鱼山梵呗或东土梵呗。失意落魄的东阿王曹植,绝不敢奢想此部佛曲



流传后世,只不过闲来把玩消愁解闷而已。唐代,日本僧人空海远渡重洋来中国求法,将这部佛曲请

去,供奉日本京都东寺,弘扬传诵。日本有座山改名为鱼山,以示纪念东土梵呗之故里中国东阿鱼

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自1996年起,日本京都东寺真言

宗、京都大原三千院、佛乐研修团等佛教团体,每年来东阿鱼山祭拜曹植墓,并在墓前举行法会,演
奏鱼山梵呗。据有关专家考证,鱼山梵呗在中国已失传，却幸日本有识之士早已将这部佛曲刻印成

书,取名《鱼山虿芥集》，今又将这部佛曲录制成磁带和光盘,每年将此供奉在鱼山曹植墓前。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昵称：  

 

提交

   此新闻下共有评论 0 条     

没有评论。

 请注意！

●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 民族宗教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  
● 您在民族宗教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新华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 民族宗教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名言名著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京备案号：京ICP备05058461号
中国民族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3  中国民族报社信息中心  ALL RRGHTS RESERVED 
中国民族报社   EMAIL-zgmzb@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