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唐国家祭祀形態与郊廟歌辞研究 

 

 

 

 

 

 

 

 

 

 

書籍番号 69342 

張樹国著 

2013 年 4 月 Ａ５ 483 頁 

人民出版社 \\\\2,1002,1002,1002,100 

ISBN 978-7-01-011556-6 

 

 

漢—唐國家祭祀形態即古典禮學所謂“吉禮”，包括“郊祀”和“宗廟”兩大部分，祭祀天神、

地祇和人鬼。“郊祀”內容比較復雜，包括上帝、日月、明堂、社稷等祭祀；“宗廟”主要祭

祀列祖列宗。漢——唐時代制作了大量樂舞和歌詩，作為國家祭祀儀式中最有藝術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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