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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以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在西藏佛教教理、教
义系统以及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对西藏佛教寺院仪式的信仰修供体系、仪式的类型、仪式音乐的
形态和特征以及在仪式中体现出来的音声效应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分析与研究，从而对西藏佛
教寺院仪式音乐体系的系统模式和这一体系中的各层面音乐的构成、类别、文化属性、流播等方面的
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相进行理论探索，以求深化对西藏佛教寺院音乐的根本属性和文化意义的认识。《
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主要采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历时与共时的纵
横角度把握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通过对西藏阿里、日喀则、那曲、山南、林芝、昌都等地区和拉
萨市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的普遍考察，以及对桑耶寺、萨迦寺、楚布寺、直贡寺、顶波钦寺、哲蚌寺、
色拉寺、昌都向巴林寺、那曲霞布登寺等宁玛、萨迦、噶举、格鲁四大教派及主要支派的主寺或代表
性寺院的较为详尽个案调查，使宏观区域性的考察和具体个案调查相结合，多方位、多视角地对西藏
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细致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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