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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做的宗教的 ，經神!:(S'表達h式，在共發lukil0.程中，與照史 、 火化、 藝1前 ，

以及于1 1 1學 ﹒ 也 f.;~~等面向，內習仲相關 ﹒ 在基督宗教'-i-l更是如此 。 本專題嘗試探究盟q

樂( l11usica sacra ) 此一在華文學界較少受到關注的學術領域‘從跨學科的角度，對

各種經典火;木 、卅日命與作品1J11以思考吾句話釋 。 在此-1脈絡之下，本專題共收專jt也論

父;而，假 1 ~r- ~~I\一俑 . j J 1 rii .hlJ!J~天 l 教會聖樂'flj'，j按額我|略歌 IlJJ ( Gregori an chant ) 與

複音音樂( polyphony ) 在宗教史 、 文化史與音樂火 仁的重娑阱'.71 方面，也探究

各式宗教也材與議題，如何|λl化於作曲家的巧!己，\tjl ' 終〈出背樂作品，展現不同的州

學jt考Jj'ii扣11吧1'1:1'內表達 。

專論父;有'(係似據文章11 1所I
討論1''''1''''1的年代n[:irr;排列，以~.現lîlit叫:教音樂的發

展自圳、同1].\'代的照史、 火化 ﹒ !LlfP、作品之I~M係 . I"'j 先 ， 洪力朽的論必: ( 十七 、 卡八

11+紀中|必天 t救中樂啊'11劍父;獻初探 〉 嘗試釗巾WJ夫上教人格11手腳下j型樂相~I火;獻加

以悅耳 ， 平則山間);4在督;~j ~敘利l統直樂Rfl念在tjq峭的傳遞與車站1化 。 此一領域以ft只

1{-I<\.;零慰的資料耳阮已裁，木父;則將i丘些火獻格合，、i丘從州方盟史書i壁的同念架惜來}JI I

以后全符與)lllf~l(， . 締結傲的 ( 照Y~fljl的 iT樂，音樂州的腔史 : ï到扯11~的 {泣刊的坎塊

花的 ，火， \!IJ探討 2丸，坐 lN:!FliHτNWJ作 1111 話叫|飛 (Guillau l11e Du Fay ) 的 凶絞火妝，

l丘吉1 1何Wlf'f~~ 'Jq牛 、教你1 1故íJ~{1 、 宗教也築的村'; ， IlC'I文-是詞:築í'Í t袋就侖的NI';i liSl， jJ:!

暇瑕蚓扎1 1[:後 ， 王向文以( ~i命巴赫的背樂洲f? : 以 〈無fl :奏λf!J月:組 l仙第r 號 }

( BW V 1 009 ) 的 ( 前奏 1 11 1 ) 的修iJ)為題 ，討論宗教改φ之後 ﹒ 將他!教派t~J 續Ef:\lliylfý

樂的 ftí:.r)J能l'內的川、對於後h'í T'1 樂發展的影戀， 反映卅音樂柯l旬的延約思考，所f~~

;}'J 的~'-樂作的也從似據敘f守約五(!'1r創作的聲樂作的。進人到純粹的(，~樂 IJJI ﹒ 共 tj-I亦

可觀察主IJ宗教1， iiflW'J化於作1111家小命思考巾， '11時化為音符呈現 ， 譜寫出偉大音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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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t;月J論文主E基督宗教的\.1.足點上完成 ， 扯址~地基督宗教音樂從領我111為歌曲到宗

教改革時期的發展，其後的兩篇外父:專論，則呈現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作曲

家對於神聖與信仰本質的反思 。 Matthias N i colaidis 以德文撰寫的“Die Weihe del 

RepubJik : Albéric Magnards G/l e/'cæll/' und die Asthet ik seiner Epoche'" -火 ，以法國f'lê

併l家馬尼亞爾( Albéric Magnard ) 年輕時的歌劇作品(蓋爾格爾 > ( GlIercællr ) 為對

象 。這部法國歌劇 ， 不論從形式或內涵上來看，都與基督宗教音樂的概念多有互涉，

立在與作曲家身處的一l'九世紀末、 二 l'世紀初的思ì';Qj對話，從而反映山作曲家個人的
音樂、宗教與政治理念 。 專論的l愷且岱E輛刺圳1 1之作f為穹由 J川ür咚'gen Ma扭ehd叫de叮r以3夾定艾撰寫的‘“‘'Di吋e 7ηel付吋I

ν仰口η Lo訓/1叫dl川 b句y K侃y戶5詔叫Z剖tof Pend吋der，陀ecki 一 On th芯eD伽nu徊仙mlat趴圳削tl仙圳u叫Irgy and Musical Structωure of ElIropean 

A vantgarde Musical Theatre" ，探討ti代波蘭作曲家彭德瑞攻基( Krzysztof Penderecki )以

赫胥黎( Aldolls HlIxley )的同名小說為堅木所創作的歌劇作品 ， "ìii以4，);'皆宗教史十七 1 11

紀的爭議事件為背景 。 全文析論 -方面展現山 ， 即或生長於共產主義統治的時魚，

宗教信仰於成長環境中依當存在，並內化於人們的生命惶，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

另一方面 ，作者亦指山 ， 在音樂語言全盤大轉變之後，二十世紀作曲家如何透過前

衛音樂劇場的媒介，對於宗教議題呈現出不同於以往音樂作品的特殊處理方式 。

書評為會1翰霈評介英國學者 David Hiley 的專著 Gregorian Cha川 。 該書是劍精

「音樂導論」 系列中的一冊， 誓言淳對於本書之結稿與論述脈絡提出7深入的分析 "

也為-般認者提供了|竭讀本書的可貴建議 。

整體而言 ，本專題所處Ejl昀內容山在地卅發，時間 Ujfl二l' 世紀到一十世紀，類

型上則從額我略歌曲乃至二 1-世紀!ÌíJ1!t\Ï劇場，重點li阿溯聖樂於過往千年中的轉變與

發展中蘊涵的音樂藝術與宗教意義，希望能t如此呈現基督宗教音樂的各種可能性，

為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體會到其具有之多元意義不僅止於體儀~fiJ信仰，且 早已成

為人類生活與火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 編者更希望透過這些文章的多樣觀點，能夠

拋時引玉 ， 帶動更多聖樂相關之討論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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