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中國儒家音樂哲學以形上基礎「道」為其根據與根源，而在形下世界則與「禮」並稱作為

準則。依憑音樂起於人心，音樂作為一種對話，或是一種工具媒介，包含人與自我、人與自然、

人與他者（社會）的和諧關係，以此提升人的境界，音樂由此指向對人類的終極關懷，而最後

又將回到形上世界的「天人合一」；但此並非形上與形下的斷裂，而是一個歷程。陳暘的《樂書》

藉由經典的訓義重申儒家音樂的基本命題──「和」，並加以考察蒐集民間音樂（俗樂）與外來

音樂（胡樂），著成了一套中國音樂的百科全書。作者藉研究陳暘《樂書》欲重構中國儒家音樂

哲學的內容，以哲學的視角探討：一、音樂之形上學向度（音樂本根論）：音樂的定義、本質與

形式、起源與根源問題；二、音樂之藝術哲學向度：其樂理思想之基礎與受到歷史文化影響的

鑑賞標準及批判理論；三、音樂之價值哲學向度：倫理學與美學之向度，包含音樂道德修養論、

音樂宗教論、音樂政治教化論等議題，以及儒家的中和為美、美善同一等觀點，以期終達天人

合一之境界。最後則是以「和」貫串整個陳暘《樂書》的中國音樂哲學，並反省與檢討陳暘《樂

書》中作為音樂哲學的侷限和不足處，進而試提出陳暘《樂書》之可取與能用之處，如此，將

音樂理論和實踐重新銜接，形上與形下不至斷裂，重構起陳暘《樂書》的音樂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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