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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易雨篪，宗教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研究方向为俄罗斯中古至近代

早期教会史与社会思想史。目前的学术兴趣集中于 17 世纪中叶莫斯科教会礼仪改革史，尤

其是改革时期莫斯科俄国对泛东正教地区外来移民和“希腊─西罗斯影响”的接受问题 ；

俄罗斯近代早期（16 世纪下半叶 -17 世纪）立法进程中教会法与世俗法之间的互动问题 ；

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14-17 世纪）东欧地区受局部战争与宗教政策变化影响的人口迁移

问题。

提    要
十七世纪莫斯科教会圣乐改革的实质并非传统音乐史所描绘的一个音乐近代化或欧化

的线性“演替”过程，而是原读歌咏、补音歌咏与西式分部咏三种风格流派长久对峙的“割

据”局面。本研究基于 16-17 世纪莫斯科社会中流通的文本重构了存在于中古乐匠、改革

者与西化的音乐家三个知识群体内部的三种不同的圣乐观念，即作为神圣语言本身的圣乐、

作为神圣文本载体的圣乐与作为一个独立艺术门类的圣乐。三种不同圣乐观念之间的差异

源于更深层的知识观念的分歧，亦即对圣乐的知识属性、对圣乐在整体知识领域的价值秩

序中所处地位的不同界定。三个群体所秉持的知识观念存在根本冲突，且都仅仅在其所属

的地区知识传统内部成立。在改革时期的莫斯科俄国，三种知识传统的承载者各自凭借尼

康改革的官方机构、莫斯科的政治庇护和文艺庇护制度以及本土教徒社群的传统维系机制，

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层。该时期莫斯科圣乐三大风格类群分布的边界与上述三个圈层

的边界高度重合，这佐证了知识传统与圣乐风格生产、传播过程之间的重要相关性──在

这一时期，特定风格的圣乐显著倾向于在秉承相应知识传统的人群中实现传播，并且仅仅

在这一群体内部实现再生产与进一步的风格化。圣乐风格难以实现跨圈层传播与再生产的

深层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它与知识观念、进而与身份意识和社群归属形成了强关联，成为了

区分信仰身份、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的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