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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漢代宮廷音樂活動」為研究對象，討論「宮廷音樂」、「儀式」與「教化」及其相

關問題。本文的研究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通過對歷史上周代宮廷音樂活動的梳理與研究，

討論漢代宮廷音樂活動的歷史淵源。第二部分，對漢代宮廷音樂活動的綜合性特徵進行多個角

度的考察與探究。第三部分是結論。繼續討論漢代宮廷音樂教化內涵的特別之處及其獨特的時

代性。通過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三點基本認識：一、漢代宮廷音樂活動，本質上講是一種社會

政治活動，具有濃重的教化內涵；二、漢代統治者為了強化與鞏固「大一統」的社會政治結構，

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倫理規範，由此，對周代的「教化」觀念有所改造，將西周「教化」

重「德」「親」「孝」，轉變為重「威」與「忠」。「威」與「忠」之所以成為漢代宮廷音樂活動

教化意涵的核心，有著深層的社會政治原因。三、漢代宮廷音樂活動作為統治者貫徹落實政治

倫理規範的重要途徑之一，藉由各種禮儀場所，音樂中的樂舞、樂曲、樂儀、樂章等活動要素

的調整，並借其教化的意涵，共同參與到政治「大一統」的建構之中。漢代宮廷音樂活動對於

漢代「大一統」的政治建構的作用是難以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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