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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神赈祭祀活动自远古时期就和乐舞相结合，形成了以音乐、舞蹈为重要祭祀

手段的礼俗传统。这一传统至今仍在广大农村中盛行，并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

生活。本文即对中国民间这类传统文化的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 

    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个共同主题，不同地区各种不同形式的祭祀仪式

和音乐风格则是这一主题的不同变体，而这些变体的形成，又与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

和特定人群的社会结构相关联。为此，本文的研究取向是：通过比较中国几个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的民间祭礼和祭祀音乐，分析它们在仪式结构、音乐结构及祭祀群社会结

构方面的同构关系，提出中国民间音乐祭礼的类型理论，并对各种类型作出文化的解

释。 

        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1-3章）是笔者在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已有理论的

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对仪式、仪式音乐、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理论阐释和方法探讨。

上篇的研究是为了给下篇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和方法框架，但它本身已自成体系，可以

看作是一篇独立的研究成果。下篇（4-9章）是运用上篇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五

个不同地区五种不同类型的民间祭礼及其音乐的个案研究和多个案比较研究。这五种

类型和具体实例为：部落型祭神乐舞——以青海同仁六月会仪式为例；宗族型音乐祭

礼——以广东潮州拜老爷仪式为例；乐社型音乐祭礼——以河北冀中坐坛仪式为例；

雇佣型音乐祭礼——以香港新界太平清醮仪式为例；庙会型音乐祭礼——以福建泉州

天后庙会和河北易县后土庙会为例。通过对这五种民间音乐祭礼的综合比较，笔者在

最后的结论中用“神圣的娱乐”这一概念解释了中国民间音乐祭礼的本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