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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8 发 现

三国时期兴起，曾一度面临灭绝

鱼山梵呗传唱至今已千余年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梵呗(bai)是指佛教徒做法事时念
诵经文的声音，后泛指佛教音乐。在
东阿县鱼山镇鱼山山顶西侧有一处石
壁，上面写着“闻梵”两个红色的大
字，相传这个地方就是曹植当年在鱼
山闻听梵乐的地方。就在这里，陈思
王曹植依据《瑞应本起经》内容编为
唱词，创作成了我国最早的的汉语梵
呗 ,至今已经传唱千余年,被列入全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

“佛教音乐，追根溯源就是一
种佛教歌赞。歌赞是两个部分，歌
的表现形式是唱颂，赞的形式则为
说念。”东阿县鱼山镇文化站站长
朱大志说，佛教音乐在印度地区称
为梵呗，中国俗称佛教音乐，其实
本质上一样，只是叫法有区别。

朱大志说，佛教最初由印度传
入西域，进而传入中国。当时部分
僧人均用梵语抑扬顿挫地演唱“西
方”佛教音乐，由于梵语与汉语不
通，梵呗只能是曲高和寡，难以引
起中原民众的注意。梵呗想要在中
国广泛传播就得走汉化之路。

三国时期蛰居东阿曾经配合高
僧翻译佛经的陈思王曹植，听到梵

呗韵律优美，只可惜唱词令人费
解。于是，他得受鱼山天籁之声启
发成谱，尝试将《瑞应本起经》的
词填入梵音中进行演唱。亦即将梵
文改为汉语演唱，创作成了我国最
早的、规范的汉语梵呗，又称鱼山
梵呗。

朱大志介绍，对于曹植创作鱼
山梵呗，史料上有丰富的记载，如
著名佛教典籍《法苑珠林》就说：
曹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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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
始于此焉”。

朱大志介绍，自从曹植创作鱼
山梵呗以后，就在佛界和民间代代
相传。据专家考证，中国化的梵呗
在齐梁时得到了空前发展。南北朝
时期，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
良 ， 还 倡 议 举 办 过 “ 梵 呗 研 讨
会”，对鱼山梵呗进行整理。隋唐
期间，流行的梵呗主要是由萧子良
倡导整理的鱼山梵呗。

“鱼山梵呗不仅在中土影响广
泛，还远播韩国、日本等国。”朱
大志说，在这一时期，有些梵呗还
为朝廷乐府所用，梵呗从此进入了
一个辉煌时期。据音乐文献《乐
书》的记录，唐代乐府采用的梵呗

就有 2 6 曲。唐代佛教歌赞资料
《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
《依观经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
赞》、《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
仪》、《净土五会念佛咯法事仪
赞》等，包括敦煌经卷所载唐代部
分佛曲，所用曲调均是梵呗声调，
唐代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
“变文”，也是梵呗的音韵。

朱大志介绍，唐朝贞元年间，
日本真言宗空海大师来到中国求
法，在此期间，空海大师学习了鱼
山梵呗，并将鱼山梵呗传到了日本
并流传至今。而曹植也因此被誉为
日本佛乐之祖。

重修后的梵呗寺曾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图传承梵呗文化。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在中国佛教音乐发展史
上，鱼山梵呗的出现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它是先民创造的传
统音乐文化的精华，承载着丰
厚的非物质文化内涵，具有珍
贵的历史、文化、学术价值。
朱大志介绍，唐朝以后，由于
多次灭佛运动，佛教运动也在
中国趋于“淡化”，而曹植创
制的鱼山梵呗乐谱也在流传过
程中逐渐失传，由于没有得到
充分的保护，鱼山梵呗曾一度
面临灭绝的境地。

朱大志介绍， 1996 年，日
本东寺真言宗“中国·鱼山参拜
团”来到山东东阿县竭诚参拜
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曹植的
陵墓，并在鱼山示范演奏了曹
植当年创作的佛教音乐——— 鱼
山梵呗。

为抢救和保护好这一珍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东阿县有关
部门对“鱼山呗”进行了追根
溯源的考证，挖掘整理了大量
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材料。并
积极推动鱼山呗“申遗”，力

图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
展示鱼山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
价值，进一步打响本地文化品
牌，进而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

2006 年，鱼山梵呗被列入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年还成功的举办了中国鱼山
梵呗文化节，组织到日本、美
国、台湾等地交流，将梵呗进
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2008 年被
国务院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朱大志介绍，在珍视传统
文化的意识日渐浓厚之时，鱼
山梵呗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重
新进入了当地人的视线。 10 年
前，由于种种机缘，正担任九
华山上禅堂都监的释永悟法
师，受中国佛教协会推荐、山
东省佛教协会邀请，来到东阿
县，入住处于僻远村落的净觉
寺，主持修建鱼山梵呗寺，更

是专门关注起鱼山梵呗的传承
问题。

目前，梵呗古谱已可用现
代乐谱进行记载和表达，梵呗
寺已经收集、编辑相关书目
5000 余卷，鱼山梵呗曲目的收
集、整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
果。借助现代科技实现古谱和
经书的数字化、建立佛教音乐
图书馆汇的工作业已开展。培

养优秀梵呗僧才、成立鱼山梵
呗研究所与鱼山梵呗念诵团等
工作也在筹划中。同时，梵呗
寺还计划定期举办学术研讨
会，以图集思广益，弘扬传
统。

朱大志说，除此之外，鱼
山镇政府还打算在民间寻找一
些爱好鱼山梵呗的人，与佛教
协会一起学习传承鱼山梵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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