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教師 

赴雲南昆明相關地區學術交流暨宗教文化 

田野調查七日行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姓名職稱:吳惠珍 應用中文系主任 

                              蕭登福教授、何國銓教授、林翠鳳教授 

林金龍教授、黃麗娟副教授、袁本秀副教授、 

蔡朝益講師 

     派赴國家:中國、雲南昆明相關地區 

出國期間:2011.08.23~08.29 

                       報告日期:2011.12.15



2 

 

一、摘 要 

 

本次學術交流暨宗教文化田野調查活動，計有本系吳惠珍主任、蕭登福教授、何國銓教授、

林翠鳳教授、林金龍教授、黃麗娟副教授、袁本秀副教授、蔡朝益講師等七位老師共同參與，

其目的除進行學術交流及宗教文化田野調查，並研討精進本系本位課程所設計之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與華語文教育等發展方向及研究改進之思考，經過周詳行前計劃之設計與聯繫溝通，

接著於七日活動行程中，進行深廣視察、採集資料、田野調查、訪問座談、交換經驗等活動；

大致獲得預期之成效，並為本系教師於學術研究、教學活動、服務學習等方面提供持續精進

發展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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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 
2011.08.23~08.29 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教師赴雲南昆明相關地區學術交流暨

宗教文化田野調查七日行報告一 
 

(一) 目的：99 學年第二學期暑假即將來臨時，本系吳惠珍主任為提升本系教師教學品質、研

究能力與服務熱忱，特撰寫本次學術交流暨宗教文化田野調查計畫，經蕭登福教授協同雲

南社科院蕭教授大力幫忙，進行相關聯繫、安排等工作，促成本次學術參訪團，共赴雲南

昆明相關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暨宗教文化田野調查活動。 

 

(二) 過程：本次雲南昆明相關地區學術交流暨宗教文化田野調查七日行活動，分別至雲南社

科院、道教萬壽宮、巍山玄珠觀、巍寶山前山道觀、青霞觀、巍寶山後山道觀、長春洞及

大里文化古蹟與古城等地，進行學術研究、教學經驗交流座談、針對各類宗教儀式、宗教

歷史、宗教養生、宗教音樂、宗教古蹟進行田野調查與文化參訪等活動。 

   8 月 24 日星期三早上，一行人赴雲南社科院宗教所拜訪，雙方進行兩個鐘頭的座談，

席間分別就：○1 宗教發展與文化演變互相交換經驗及意見；○2 對聯題辭之研究，進行切

磋琢磨；○3 文化創意新興產業方面之問題、發展與合作，展開意見交流；○4 古蹟保存方

面之政策及現況，提出經驗及意見交換；○5 文物保護法案，討論今後可能之交流或合作。

全體與會人員發言踴躍、交流熱絡，結束前，並交換名片、贈品及合影留念。 

  此行至各個宗教機構，皆有和其中之主持人（道長）進行深入且廣泛之交流，暢談

宗教信仰、道教養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古蹟保存歷史、文物保護經驗，除了經驗交

流，並且充分收集各項文字資料，以供日後教學及學術研究或活動辦理之使用參考。 

  第三個行程中之重點活動，是宗教儀式之研究，例如祈福法會之研習，時間長達 4

～6 小時，全體團員和道長及十多位道士們共同深入研習，誦經、祈福、唸祭文，並錄

下光碟，以供日後研究所需。 

  第四個活動是洞經音樂之研究，全體團員一起向南詔雅樂演奏團（共 17 人）學習此

珍貴且將失傳之古代宗教音樂文化，收穫良多，感動甚深。 

  第五個活動是到文華中學及文華書院等具有百年以上歷史之文教單位，進行實地考

察，了解歷史發展、古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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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23~08.29 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教師赴雲南昆明相關地區學術交流暨

宗教文化田野調查七日行報告二 
 

一、  雲南社會科學院宗教所  

時間：8 月 24 日上午 

地點：昆明市環城西路 

參訪記要： 

雲南社會科學院宗教所成立於 1984 年，主要研究雲南五大宗教的歷史以及現況，為政府

決策的執行提供參考報告。編制有 10 名研究人員，本系到訪時，由蕭霽虹副所長率領七

位該所同仁出席座談。座談會先從雙方成員的介紹開始，之後自由交談，話題包括：台

灣原住民易於接受西方宗教，雲南有 25 個少數民族，有些也接受基督教信仰，其原因並

無現成答案；有些民族則文化壁壘堅固，外來宗教難以進入。 

雲南少數民族之接受南傳佛教，有衝突之處，也有融合之處。漢族有尊天祭祖傳統，傣

族亦有祭祖傳統。台灣有中元普渡，雲南也有中元普渡。道教佛教都有普渡法會，有慎

終追遠之意。燒紙錢在台灣很普遍，在雲南也越來越多，給祖先，也給孤魂野鬼。雲南

燒紙錢的狀況很熱乎，風一吹滿街都是灰。 

宗教信仰的普遍程度，文革之後明顯超過文革之前。此現象被理解為信仰的回歸與宗教

的復興。年輕人信仰宗教的頗多，其原因大概由於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故於宗教中尋求

精神寄託。 

雙方交流的話題廣泛，氣氛熱絡，時間不知不覺流逝，雙方互換禮物，合影留念。中技

參訪團一行人即趕赴下一個行程－－萬壽宮。 

 

二、  萬壽宮  

萬壽宮位於昆明市內，算是本次田野調查活動的第一個道教宮廟。住持廖東明道長，也

是雲南省道教協會的副會長。本次田調參訪，由雲南社科院宗教所的蕭副所長代為安排

聯絡，廖東明道長得知台灣團體將來訪，即排開其他所有活動，「專門恭候大駕」，真是

誠意十足。 

參訪團一行被帶到客堂坐定，即展開以道教為主題的自由交談。主人廖道長首先表示今

天是雙喜臨門，除台灣的參訪團之外，另有距昆明百餘公里的建水縣孔廟也組團來訪，

並商請萬壽宮幫他們教導科儀。由此引發是否也重視儒教的問題，廖道長明確表示儒道

為一體，剛柔相濟，而以柔為體。 

道教文化的歷史悠久，但中途曾有斷層（指文革），所以培養下一代接班人是正在努力進

行的工作。而成為一名道士須具備何種條件？道長說，要有虔誠的信仰，要是個好人。

法務組的要求嚴格些，其他的，只要有虔誠的信仰就可以。此外也有問到萬壽宮的組織

階層，道士的服色，道教科儀疏本的語言是文言或白話，普渡時所用的道經是哪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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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問題。 

廖道長表示，大陸的道教法會因曾經文革破壞，較不完整，而台灣香港的法會則未經破

壞，所以保留完整。但中國政府現今重視傳統文化，國家有決心要提倡並復興儒道的傳

統文化。 

萬壽宮每個月有一次法會，今天剛好就有一個法會在進行，來了數百人。道教的法會針

對個人的有：壽生道場、清潔祈福道場、酬恩道場等，可以為個人消災改運、懺悔祈福，

或代為禮天謝地等，道教和生活是較為融合的。 

廖道長強身健體的方法為每天堅持打坐，在下午四點到五點，想自小至大曾犯何種過失，

該做何功德補過，如此等等，而不做觀想。又晚餐不能吃太飽，大約六、七分飽為宜。

傳統的功過格仍然採用。也有問到道士的養成是否必須學符咒，答案是肯定要，由道長

親自教學。 

座談之後，道長帶領參訪團一行人到某個殿，為所有人做了一場消災祈福法會，令人感

受道長的慈悲。 

 

三、  黑龍潭  

黑龍潭也是雲南道教的一個據點，實際上它是雲南省道教協會的所在地，園內古木參天，

有二水潭，一清一濁，並有一些古蹟，至於道教宮廟當然是有，但大都已瀕臨毀壞，或

已然毀壞，正在重修或重建當中。重建工程異常慎重，希望能儘量保留原貌。參訪團一

行人抵黑龍潭，由雲南省道教協會人員接待，先在園內大致巡禮一番，隨即帶到會議室

舉行座談。 

本參訪團由蕭登福教授代表致辭，蕭教授表示，雲南宗教自由多元，很多台灣道教信仰

可在此找到淵源。這兩日在雲南拜訪，感謝雲南省道協的招待。 

吳惠珍主任也代表致謝，並以「臺中技術學院學院」名義捐獻人民幣三百元予雲南省道

協，隨後相互贈書，並自由交談。 

 

四、  青霞宮  

位於道教十四大名山之一的巍寶山之中，住持王善友道長，擅長養生功北斗玄功，其祖

父為正一道茅山派道士，故可謂家學淵源。王道長面對「貴庚幾何」的詢問，以「道不

言壽，佛不言姓」回答。帶領本參訪團到青霞宮之前，途經南詔土主廟，道長特別為大

家導遊一番。蓋此地正是古南詔國所在地，為保留文化歷史，建有「南詔土主廟」，奉祀

南詔國歷任君主，廟中也有著名的「松下踏歌圖」，描寫君民同樂的情形。彝族社會階級

森嚴，但一年中有一日破除階級，君民平等，可以同樂踏歌。此日或是六月二十三，或

是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各地不同。 

南詔土主廟之外，附近又有玉皇閣、三皇殿等道教宮廟，參訪團一行人免不了也走馬看

花一番，並逐漸體會到巍寶山道教文化之豐富。玉皇閣住持是一位坤道，擅長國畫，閣

中陳列作品多幅，花鳥人物，各有姿態，並皆栩栩如生，顯見主人之不俗。 

青霞宮王道長所擅為養生功，特為本參訪團表演講解一遍，其功法名為北斗玄功，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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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第一部強身健體，第二部加強強身健體，第三部感應自然，第四部融於自然。共

有十二個動作：一、手揮琵琶；二、斜插楊柳；三、安爐煉丹（吸九口氣）；四、五心向

地；五、海底尋珠；六、雙控天馬；七、推窗望月；八、大鵬展翅；九、海底尋珠；十、

玉鶴沖天；十一、千蓮護心；十二、收功歸元。 

此外復有七字句養生功：回、噓、科、洗、吹、呼，最末字無聲，而做吸氣動作。七字

中「回、科、洗」三字只記其音，蓋王道長所述之字電腦無之。七字之前六字，依序作

用於人體之肺、肝、心、三焦、腎、脾。此七字句養生功若還是太繁難，則還有一種只

有四個動作的「蠶鳴功」，四個動作：蛹、擺、扭、蠕。 

養生功之外又有養生茶，其配方為王道長的師父所研發流傳，大家在練功之後，繼之以品茶，

深入體驗道教之養生文化。 

                                                                                 

 

2011.08.23~08.29 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教師赴雲南昆明相關地區學術交流暨
宗教文化田野調查七日行報告三 

一、  何謂洞經音樂？  

洞經音樂就是道教音樂。 

道教經書分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分別是道教三清尊神傳下，所以道教經書稱

為洞經，演奏唱頌經書中詩贊的音樂，故稱洞經音樂。 

洞經音樂最先是道教祭祀文昌帝君時所演奏及演唱《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的音

樂。大洞仙經一共五卷，內容主要講述文昌帝君神奇經歷和崇高的德行，還有洞經來源及意

旨。全經以勸善戒惡、濟生度死、消災怯邪、延年益壽為內容。在崇祀文昌的活動中，“談

演”大洞仙經是文昌祭典的一項十分隆重而莊嚴的儀式，所謂“談演”就是演唱或演奏，即

為“談經”。 談演洞經音樂的樂班二十余人左右。 

洞經音樂原始是道教音樂又長期而廣泛的吸收了佛教音樂、儒教音樂和民間音樂，因此

表現力十分豐富。 

二、  洞經音樂的起源與流傳  

洞經音樂發源於四川省蓬溪縣，其創始者為劉安勝和衛琪。劉安勝，南宋四川省蓬溪縣

人。乾道四年（1168），在蓬溪縣寶屏山（今赤城山）玉虛壇撰成《文昌大洞仙經》5 卷，在

社會上廣為流傳。因談演《文昌大洞仙經》而形成了聞名中外的洞經音樂，劉安勝是洞經音

樂的開創者。洞經音樂從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產生以來，迄今有 830 多年歷史了。 

《華坪縣文史資料‧第二輯》說︰洞經音樂於明永樂七年(1409)再由四川傳入大理。再

由大理傳到雲南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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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洞經音樂的特色  

洞經音樂韻律優美絕世，古樸典雅和諧，若行雲流水，又古韻迭起。深受中外人士的喜

愛。 

美籍華人音樂家李海倫博士，贊譽“洞經音樂是中國的無價之寶，是打開道統音樂寶庫

的金鑰匙，它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全世界。”從而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正式將中國的

洞經音樂列為“全人類寶貴文化遺產”，被譽為東方音樂的活化石。 

2002 年 5 月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雲南世博會期間欣賞到洞經音樂演奏後熱烈鼓掌，並親自

吹奏了一曲洞經音樂《步虛韻》用英語對外國友人大聲說︰“我們應當把這種音樂傳遍全世

界”。 

四、  雲南洞經音樂的過去與現況  

至清代，洞經音樂則在雲南廣泛的流傳、為大融合的鼎盛時期。民國年間，洞經音樂仍

在雲南各地依例演奏。 

解放前夕，昆明市區內還有八九支洞經樂隊存在。雲南解放，以彭幼山為首的一批洞經

老人成立了《古樂研究會》，開展搜集整理樂譜工作。  

 就雲南而言，民國初期全省有 1500 多支曲子。僅《大理洞經古樂》(1990 出版)書中便

有 270 首。 

洞經音樂由南宋開始出現,由四川傳到雲南，現今以雲南儲存最好。 

 

五、  實地聆賞經過  

雲南昆明、大理就是目前洞經音樂的重要地，而我們台中技術學院一行人就來到雲南道

教勝地大理巍寶山的南詔古城觀賞洞經古樂的演奏與演唱。 

本團所聆賞的音樂，分為 MTV 的道教洞經音樂（利用晚間在王道長家中電視觀賞）以

及南詔古城的拱辰樓的南詔古樂。 

1. 道教洞經音樂 

朝堂偈（詞牌名） 

請經偈 

皈依 

玉皇懺 

朝天令 

菊花馨 

御靈咒 

翠珠簾……等共二十餘首 

2. 南詔古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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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詔古樂的曲調乃是洞經音樂的詞牌，而為了配合觀光旅客的喜好，歌詞內容已改

為情歌，但整個樂風仍保存了洞經音樂的古雅清淨的特色。 

○1 .《南詔古樂》簡介  

    在南詔古國發祥地巍山，至今流傳和保存著一種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民族民間古樂—

“南詔雅樂”。它是明淨深幽，沁透心靈的一種特殊古樂，不僅吸取了中原文化和宮廷音樂

的韻味，同時也融合了當地民族民間音樂的風格特色，又保持了濃郁的宗教色彩，形成了它

莊嚴、典雅、深沉古樸的獨特風格，深受各民族群眾的喜愛。 

    “南詔雅樂”主要是民族古器樂合奏曲，多為詞曲結構。演奏過程中，數十種樂器配合

得貼切和諧，融吹、打、彈、拉、唱、誦為一體。特別是經歷了數百個春秋的巍山古瑟，是

迄今為止中國大地上唯一還能發出聲音的古瑟，收集整理出的樂曲有 100 多首。 

  ○2 .《南詔古樂團》簡介 

    巍山縣南詔古樂團是由一批洞經古樂老前輩和群文工作者共同組建起來的一支民間群眾

文藝隊伍，成立於 1988 年 2 月。 

    樂團成立以來，對瀕臨絕響的巍山古樂，進行了搶救，保護、繼承和發展，收集、整理

出了古樂曲 100 餘首，使之發揚光大。 

    曾參加了 1988 年 8 月 10 日至 16 日在首都北京由中國科學院舉辦的《第二屆國際世界語

科技學術會議》並演出，受到與會 28 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的高度讚揚，榮獲大會《綠星》

二等獎。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特邀錄製了《古樂逢春喜新生》的專題音樂節目，每次播出時間長達 45 分

鐘。參加首屆雲南民族藝術節演出，被評為優秀節目；雲南省首屆“石寶山杯”洞經音樂邀

請賽獲銀獎；在大理州第二、三、四、五、八、十屆古樂演奏大賽中均榮獲一等獎。2007 年

11 月 9 日至 23 日，古樂團應邀前往韓國進行了為期半月的中韓民間文化交流演出，轟動韓

國首爾城，受到熱烈歡迎和好評！先後有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內外媒體採訪、拍攝、宣傳

報導過南詔古樂。 

演奏曲目（每場演出其中部分曲目） 

《風入松》（大樂曲牌） 

《開壇偈》（唱腔曲牌） 

《柳青娘》（細樂曲牌） 

《三  稱》（細樂曲牌） 

《六五調》（細樂曲牌） 

《高  腔》（唱腔曲牌） 

《步蟾宮》（唱腔曲牌） 

《慶天宮》（細樂曲牌） 

《慢五言》（細樂曲牌） 

《八平腔》（唱腔曲牌） 

《四平腔》（唱腔曲牌） 

《金蟬噪》（細樂曲牌） 

《鬧元宵》（細樂曲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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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掃殿》（細樂曲牌） 

《尾  煞》（大樂曲牌） 

六、  結論：  

MTV 的洞經音樂，由道士 10 人合奏，其樂器均為傳統國樂樂器，鐘鼓琴等，曲風均沿襲古

風，從中可以了解原始的洞經音樂之曲風，然隨著時代的遞衍，這種傳統的曲調較不易為現

代人所喜愛。建議不妨保留原始曲調之風韻，而略作適度的調整，再加入現代樂器，融入現

代元素，或許會有一番新貌。 

 

而在拱辰樓所觀賞的現場演奏───南詔古樂，因應時人之風尚，將內容改為情歌，趣味性

雖較高，卻難展現古樂之特色，成為民謠演唱，其失去本身的定位，就缺乏獨特之風格，此

甚為可惜。蓋吾觀古樂團的團員，橫跨老中青三代，其樂器的演奏素質相當精湛，連外行人

都會為之感染，卻在潮流演變之下，太陳舊的設施，難以吸引觀眾；真的讓人十分扼挽。 

 

如果官方能提供充裕的經費，更新表演場合的裝潢設計，讓它成為有道教氛圍又現代化的表

演場所，讓人身心皆能沉浸當中。 

 

同時在曲調的展現上加入新元素之後，能讓人耳目一新，同時又能彰顯道教音樂的宗教特性，

讓音樂與情境交融，透過視覺、聽覺，感受到道教的宗教特色，成為一種道教的文化創意產

業，展現道教文化的生命力量。否則看到逐漸衰頹的古化，真讓有心人徒增感傷而已。 

                                                                                 

 

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雲南昆明相關地區學術交流暨宗教文化田野調查七日行活動，通過學術研究機構參

訪座談、經驗交流、宗教文化、田野調查，足以提供全體參訪教師於學術專業研究之發展與

延伸，教學服務品質之精進，並於多年同事情誼之鞏固交流等方面，皆有令人印象深刻、收

穫豐碩之成果。建議事項，則是於參訪活動規定之時程及部分行政程序之繁瑣，亟須簡化、

彈性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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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照片 
 

雲南昆明相關地區學術交流及宗教文化

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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