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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化寺京音乐《料峭》套曲》

内容概要

《料峭》是中国佛教京音乐的一首大型器乐套曲，主要用于佛教法事活动中。是组合型主体曲式的典
型代表，结构可分为头、身、尾三部分。全曲由《三皈赞》《好事近》《千秋岁》《滚绣球》《醉太
平》《青山口》《水鸭儿》《大打围》《放海青》《拿天鹅》《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和
《纸幡》等15首曲牌连缀而成。2006年6月，智化寺京音乐被文化部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全书前后分别装订，从封面开始阅读，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简介；第二部分是有关《料峭》套
曲的研究论文，作者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袁静芳女士；第三部分是15首乐谱的简谱。从背封阅读，主
要是15首曲牌的工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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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化寺京音乐《料峭》套曲》

作者简介

北京文博交流馆与北京智化寺管理处是同一单位，两块牌子，该单位位于东城区禄米仓5号的智化寺
内，是1992年在原智化寺文物保管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馆的宗旨为收集北京、中国乃至世界的
博物馆信息与资料，展示北京地区所有博物馆的现状。馆内文物藏品丰富，有1500余件。该馆庄严华
贵、风格独特、环境优雅，其中的主体建筑智化寺是明代建筑艺术的典范，极具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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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化寺京音乐《料峭》套曲》

章节试读

1、《智化寺京音乐《料峭》套曲》的笔记-第1页

        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建成于正统九年（1444年），是明英宗宠信的司礼监太
监王振的家庙，寺名为英宗所赐，“智化”寓意以佛的智慧度化众生。智化寺现有占地面积约为5500
平方米，是目前北京市内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1961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内保存完整的四进院落，可称得上是一座集造像、佛经、壁画、音乐等佛教艺术为一体的禅
林净土。凝重的黑琉璃瓦彰显着典雅的气质；十三尊明代佛教造像古朴庄严；数百卷元、明、清三代
藏经弥足珍贵；明代壁画《地藏菩萨与冥府十王》色彩艳丽、线条细腻；古建装饰彩绘素雅清新；北
京仅存的一具明代木制转轮藏雕刻精湛。倘佯在殿宇院落中，或漫步或小憩，是每一位生活在都市中
的现代人难以寻觅的情怀。
   智化寺尤以寺内所传的古乐——智化寺京音乐而著名。
   化寺京音乐是明清时期流传在北京地区的民间笙管乐，它以东城智化寺为传播中心，曾向外传授到
东城和南城的天仙庵、水月庵、成寿寺、关帝庙等十余座寺院，是北京地区民间器乐的代表性曲种。
相传它源自明代宫廷，经智化寺艺僧按代传承，至今已500多年。其曲调古朴典雅、悠扬深沉，具有较
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它集宫廷音乐、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于一体，被誉为中国古代音
乐的“活化石”。2006年6月，智化寺京音乐被文化部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演奏智化寺京音乐的乐器主要有管、笛、笙、云锣和鼓。部分乐曲还需要加铙、钹等打击乐器。其
中，管为领奏乐器。九孔管和十七簧笙在形制特征、音孔谱字、乐器音高等方面，均保留了唐、宋教
坊音乐的遗制。智化寺京音乐使用的七个调，分别是：正调、背调、皆止调、月调、凡调、乙调和工
调。它采用中国的传统记谱法——工尺谱来记谱，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
等工尺谱字来记录音高。现存最早的智化寺京音乐工尺谱本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智化寺十五代
艺僧容乾所抄的《音乐腔谱》。智化寺京音乐在传承方面具有很高的要求，注重保护继承，不随意增
删变易。师徒按照严格的口传心授方法来传授。传承至今已二十七代，仍然保留着历史的原有风貌。
    由于智化寺京音乐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20世纪五十年代起，査阜西、杨荫浏
等音乐理论家对智化寺京音乐进行系统研究，成果丰厚。八十年代经过政府、音乐界和佛教界人士的
发掘和抢救，智化寺京音乐恢复活动后曾远赴欧洲演出。1990年，第二十五、二十六代艺僧回到智化
寺排练传艺，并培养出第二十七代传承人，使古乐免遭失传。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下，2004年以来
，传承人在智化寺内坚持传承活动，让优雅的古乐穿越数百年的光阴，为今人所享。
    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七代传承人均生于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村古乐世家，自幼学习当地民间音乐，
有深厚的工尺谱基础。1991年到智化寺后，师从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传人本兴、慧明、福广学习
智化寺京音乐。从韵谱到演奏，均按照古法传承，一音未改。近年来，在智化寺内进行每日定时表演
，为观众展示北京的传统音乐风韵。
《料峭》是中国佛教京音乐的一首大型器乐套曲，主要用于佛教法事活动中。由于佛教法事有固定程
式要求，再加上艺僧在传承上的稳定性，使《料峭》套曲保留了历史上原有的曲式结构模式和宫调指
法特点。全曲乐谱最早见于智化寺承传的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艺僧永乾所抄《音乐腔谱》，其
中所载的《料峭》套曲与现在第二十七代传人的版本相差无几。
    智化寺京音乐《料峭》套曲，是组合型主体曲式的典型代表，结构可分为头、身、尾三部分。全曲
由《三皈赞》《好事近》《千秋岁》《滚绣球》《醉太平》《青山口》《水鸭儿》《大打围》《放海
青》《拿天鹅》《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和《纸幡》等15首曲牌连缀而成。这些曲牌大多
来自唐宋时期。全曲时长约50分钟，其中《三皈赞》《好事近》《滚绣球》《春季》以悠扬的散板开
头，入板后逐渐由沉稳的慢板转为平和的中板，再转入热烈的快板，最后又以散板结束。这种“散—
—慢——中——快——散”的变速方式在唐、宋大曲中非常典型。在音乐中，管子高亢明亮、笛子花
音巧奏、笙的和音饱满、云锣富有色彩、大鼓沉稳洒脱，五种乐器配合默契，奏出辉煌空灵的艺术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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