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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登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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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1949）



作者简介
郭登杰，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助理研究员、土山湾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中国音乐史学会会

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研究工作。近年来曾主持省部级、市级课题多项，发

表论文多篇，其中代表性成果有 Gloc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Hymns between 1807 and 1949 ,Religions (AHCI,Q1) 2024,15(2) ；《共有历史 ：马六

甲英华书院的音乐教育》，《音乐艺术》（CSSCI）2019（4）；《登州文会馆音乐声学教育及

其教科书〈声学揭要〉研究》，《中国音乐学》（CSSCI）2024（2）。

提    要
基于汉语字音的“声”“韵”“调”特征分析，汉语基督教赞美诗与希腊文、拉丁文、德

文、英文等语言版本相比独具表达特色和重点，深刻反映了西方赞美诗在汉语语境中与中国

歌咏传统的对话与互动及本土化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价值。自马礼逊来华起，一首首诗歌的问

世，正是一件件用音乐与文学书写的历史性事件，也是他们从音声层面来理解和融入中华民

族文化和社会心理的重要策略。这当中，又以赞美诗其特殊的呈现形式──赞美诗集而获得

了更多的关注，因为其可视性、可表现性、可保存性与传播性，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

本文以 1807 年传教士马礼逊来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可稽考的 413 本汉

语基督教赞美诗集为研究对象，分三个不同历史时段来观察汉语基督教赞美诗演变及其发

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对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版图及全球音乐知识生产与交流所产生

的影响，藉此丰富和推进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

绪论阐明研究动机与目的，对相关概念加以界定，对国内外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在此

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发展方向及研究侧重点、资料视阈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对 1807 年以前汉语基督宗教赞美诗的发展进行概述，为汉语基督教赞美诗在中

国的历史考察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第二至四章是论文的主体。第二章以 1807 年马礼逊来华至鸦片战争前为时域，对基督

教来华及汉语基督教赞美诗早期发展情况进行论述，尤其对第一本诗集《养心神诗》的生

产制作进行详尽考证，并考察汉语赞美诗在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刊印与传播情况。第三章以

1840 年至民国前为时域，首先对鸦片战争后的传教条件进行论述，着重对该时期的诗集及

其类型、内容特征进行分析，并以登州文会馆音乐声学课程发展为个案，阐释汉语赞美诗

演变发展对近代中国音乐教育所产生的影响。第四章以民国建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为时域，考察了本色教会发展背景以及联合诗集的编纂与出版情况，着重对民族诗

集《普天颂赞》的生产制作过程、影响进行历史回顾。同时，论述了来华传教士对汉语赞

美诗发展的认识及实践。



结语部分从语言、内容结构及表述方式、诗集形制及文字编辑样式、曲调选用、培养本

地信徒等方面总结了汉语赞美诗演变与发展的本土化举措及其表现特征，并指出，赞美诗这

种西方文化，也有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扩张的一面，但是也充分看到，被输入一方的中国，

有悠久和强大的歌咏及诗词传统，在一定时间内也能对这种外来文化进行影响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