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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平阳县东岳观始建于宋英宗治平三年

（1066），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

道教宫观，尤其以传承清晰的道教音乐著称。东岳观

道乐属于道教全真派传统仪式音乐。2011年，东岳观

道教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
据史料记载，东岳观道乐是清末由位于浙江黄

岩委羽山的大有宫传入，至今传承已历7代，

曲目保存完好。大有宫在唐代就已是道教胜地，元代

为全真道场，清初时更为全真龙门派的胜地。因此，

东岳观道乐属于全真龙门派传承的道教音乐。

东岳观道乐的主体为“十方韵”（又称“十方

板”“全真正韵”）。实际上，全真派道乐唱腔有各

种地方韵，而“十方韵”则是全国通行的。除去旋律

相同者，东岳观道乐现存有33首韵曲，通常用于道

教仪式中，分别用于早课、晚课、五师供、诸真朝、

焰口等仪式，风格各不相同：早课、晚课的韵曲旨在

清修，为全真道道士必修功课，所用韵曲为“澄清

韵”“救苦宝诰”等；五师供是供天的科仪，举行仪

式时要朝礼十方，供养香、花、灯等“十献”，一共

包含14项流程，所用韵曲为“步虚韵”等；诸真朝是

斋醮朝奏的科仪，包括开坛、礼三宝等仪式，所用韵

曲为“三宝词”等；焰口是施食济幽的法事，包括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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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升座等31项仪式，所用韵曲则为“悲叹韵”“五

供养·香赞”等。

道教养身主张清静无为，十方韵以平和的音乐，

结合运气演唱，从而达到身心动静的和谐。东岳观道

乐古朴典雅、平和庄重，演唱时则板眼清楚，气势宏

大：其旋律以五声音阶为主，中间运用“就徵”和

“变宫”两音作为辅助音；包括齐唱、独唱、轮唱、

独唱夹齐唱等各种演唱方式；唱腔多样，有单腔句、

四腔句等多种形态；伴奏乐器也多种多样，在早晚日

诵功课演唱中只用“细乐”伴奏，乐器有笛子、板

胡、二胡、三弦等，打击乐器也只用法器木鱼、罄和

小镲，音色平和清静，而建醮道场忏事中则加入大小

唢呐和堂鼓、小锣、大锣、小钹、大钹等；此外在表

演上也颇具特色，如中元普度道场仪式的“焰口”科

仪，包括踏罡、捏诀、书讳等，极富艺术性。

二
东岳观道乐以十方韵为主，此外也有汲取其他

类型的音乐元素而形成的韵曲。尤其是为了满

足斋主对于科仪的不同需求，往往都吸收“子孙韵”

韵曲，或者是顾及当地的民俗和欣赏习惯不断吸收民

间养料充实、丰富自己，因此逐渐形成了融会当地民

歌、戏曲音乐元素，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韵；此外甚

至汲取了佛教音乐的元素。因此，东岳观道乐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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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特点，富有融会特色。

比如，东岳观道乐声乐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子

孙韵”，也就是道教正一派的科仪音乐。正一派道乐

以斋醮音乐为特色，具有丰富多彩的地方性和千姿百

态的艺术性，深受地方民间音乐的影响，因此显露出

很强的地方民俗性。东岳观道乐中所包含的“子孙

韵”也同样具有这些特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

岳观还曾有全真道、正一道同坛合作道场，因此在音

乐上保留正一派道乐也是很自然的。

再比如，东岳观道乐“铁罐焰口”中的四段叹文

都是属于民间小调；在发奏、开五方、进表、午朝、

午供等仪式中，也采用马灯、梨膏糖等民间小调，同

时汲取了地方戏曲的元素，如当地的戏曲——和剧的

“洛梆子”、瓯剧的“二汉”等乐曲；而东岳观道乐

中的“和尚板”则是汲取了佛教音乐元素的内容。

三
在清代，道教音乐逐渐走向民间，与民间音乐

彼此融会、相互影响，因此很多道教音乐都带

有地方性的特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全真

派道乐中，崂山道乐有胶东地方音乐风格，川西道乐

有四川清音、扬琴以及川剧高腔的元素……而在正一

派道乐中，龙虎山天师府道乐吸收了很多江西民歌小

调和曲艺、赣剧的元素，上海道乐则具有浓郁的江南

丝竹韵味……

“随方设教”是道教在发展中重要的精神和方

式。这不仅体现在道教经典之中，更是在道教发展过

程中予以了实践，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体

现了道教秉持的中和之道，因此在处理不同文化时具

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圆融性。道教音乐的融会性，就是

道教“随方设教”思想的艺术体现，而东岳观道乐则

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20世纪80年代，平阳东岳观十方韵被带去北京白

云观。此后，十方韵作为全国全真派宫观的通用经韵

音乐开始在各地流传，甚至传播到海外的道教宫观，

影响极为深远。

道教音乐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传承久

远、旋律古雅，体现了宗教与艺术的有机结合，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新的时期，积极开展

道教音乐的“活态传承”，让道教音乐走上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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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平阳县第三届市民文化节“大美非遗·文化

传承”东岳观道教音乐专场展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