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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在音乐学圈子里呆了二十多年，无论是投稿发文还是与会发言，心里总有一-种战战兢兢、忐
忑不安、甚至诚惶诚恐的感觉。
扪心自问，这种感觉并非仅是“主体力量”尚欠自信的青涩，而真可能是出自音乐学界的“优良传统
”。
音乐学不同于音乐界其他领域的最大之处大概就在于不能一蹴而就，歌唱家可以一歌成名，蜚声海内
；演奏家可以一举夺冠，享誉世界；作曲家可以一曲成名，终身精彩，这些在现实中屡屡发生而且凭
靠艺术灵性、天纵而致、“踏天磨刀割紫云”的神奇故事（不同于近年来玩弄艺术皮相与走秀者）确
实让人羡慕，或许此类“天籁之音”造成了某种错觉，真得有人以为音乐学界也如同其他艺术行当一
样是不定什么时候就能“舔笔伸纸，俄顷文成”的地带，但这类事确实没有发生过。
一挥而就的美文有，一挥而就的论文无，学术研究都要靠长年累月、铢积寸累、悬梁刺股、磨杵成针
的方式一点点来，没有缓慢的几十年间差不多是不可察觉的爬行（而且总是在与前人的细节对照中感
受到绝望），就不会有真正成就，也不可能让学界认同。
若把音乐学放在学术与艺术两者之间衡量，恐怕偏重的还是前者，音乐学是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的分支
，所以，一文成名，洛阳纸贵的事，还是甭指望的好。
　　记得就读研究生时，黄翔鹏先生布置我梳理唐宋二十八调的史料。
一天自觉有了一点心得，列出几张表格，若冲冲跑到先生面前“显摆”，不想被他问道：“你这些看
起来自圆其说的表格哪一个经得住实践检验？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纸面上可能、或者想象中可能、便被当作一种先验逻辑或者与生俱来，这种
做法就是自说自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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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文化(2009)》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集体，聚集了一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成
果的学者，其成就中体现了几代学人的积累，在学院戒箴与学者行规的“气场”中，因为文脉相承的
存续而少了轻浮，多了厚重；少了功利，多了人文，学者们的共同坚守，使这片天地，去奢从朴，境
界高古。
在这里，对“博之我文，约之我礼”的师长的尊崇以及对高尚专业素质的敬重，得到依然不改的认同
。
这是我们坚守的底线：深自敛抑，怀抱敬畏。
　　虽然一个词的基本含义与原初意义没有多大改变，但在人文情怀失落、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语境
中，“敬畏”就有重新解读和强调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希望的下一代也能承续的琴瑟之雅。
　　20世纪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略嫌贫弱，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一领
域的研究。
近些年间，这种态度有所转变，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呼吁，20世纪初对待传统文化的过
激的态度以及未经深思熟虑便仓促做出的“灭绝”政策不断得到矫正，文化生态逐渐朝着有利于传统
音乐保护和传承的方向发展。
不但老师们认识到，学生们也认识到：没有独特文化的民族难以在世界上自立，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
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越来越显得珍贵。
观念的转变，使学生们在确定论文选题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特殊关注。
相关题材的论文随之涌出，初看几篇调查报告，禁不住轻呼一声。
看着他们从小村庄来回奔跑、回到学校争相告知家乡音乐恢复与变迁的兴奋样子，真让人感到，了解
家乡文化和田野采访是初出茅庐的学术经历中一个多么巨大的幸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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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族音乐学原生与再生——豫中笙管乐班的传承与变迁研究《娘娘词》仪式音乐分析包头地区二人台
现状调查论当代语境中舟山锣鼓的社会维持永康鼓词的艺术形态及生存状况礼俗关系下的文化传承—
—以胶东道乐为例走向经典的现代戏——豫剧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调查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
竹书《孔子诗论》中的“雅乐”观及乐歌研究大和初至会昌年间洛下文士的音乐生活清代山东丧俗音
乐研究——以清代山东地方志为例北宋科技对音乐的影响音乐考古学南方出土商末青铜乐钟的编列克
孜尔石窟伎乐壁画中的乐队组合形式鼓吏考近现当代音乐史对“国乐”发展历史的再认识中国基督教
音乐研究现状述评砥柱中流——王震亚先生的音乐世界陈洪国乐改革思想研究历史上的新音乐及赵、
讽对新音乐的阐释“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全
程描述《中国音乐学》栏目分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20世纪中国曲艺音乐
基本概念研究黄霈的流行音乐创作昆剧《1699·桃花扇》配乐浅析琴学明清琴乐演奏实践美学概况律
学简论查阜西的律学研究江永生平及其乐律学贡献音乐美学“客家筝”美学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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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以何种再生性内容重构梵乐团的音乐形态，在重建的梵乐团与有着千年历史的大相国寺悠久
的历史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是局内人的根本追求中，他们借助上述音乐形态的种种再造，贴近信
众审美需求.丰富佛曲表现力，进而提高知名度，使其音乐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
　　结语　　当我们面对一个被称为“传统”的音乐形式，有必要刻意区分其原生性内容与再生性内
容，这样才能更清晰地看出传统音乐形式得以传衍的方式，即原生保持了传统音乐形式的中心特征，
留存了根基；而再生使传统不断更新，为其带来活力。
综合两个乐班“原生——再生”之间的消长，不难看出，其原生性内容留存的空间越来越小。
但一个乐班之所以在百年传承与变迁后，仍被视为同一个乐班，即因存在其中的原生性内容为其留存
了不同于其他乐班的特质。
再生性内容的出现既可能出于乐人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积极应对。
不管它们以何种形式出现，带来的客观效果大都是促使一个乐班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其更
加灵活、充满活力地传承下去。
　　在研究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时，需要关注“国家在场”与“内应机制”两方面的作用和互
动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传统音乐传承与变迁的动力，即“国家在场”对于民间乐班的种种外在导向
和民间乐班自身“内应机制”对社会文化变迁做出的调整、运作和创造。
在一个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国家在场”对民间的型塑是必然的，可渗透到传统音乐事项的各
个方面，对乐班的传承和变迁起到导向、推动或阻碍作用。
通过“内应机制”，乐人们积极调整，改变着自己的意识、音乐行为和与音乐相关的物质形式，以应
对“社会一文化”变迁带来的冲击。
　　在对豫中笙管乐班传承与变迁研究中，本文着重用“原生”与“再生”的视角，和“国家在场”
与“内应机制”的相互观照，探寻民间社会音乐形式得以传衍的不竭动力。
然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是一个及其复杂的动态过程，还有众多的文化现象等待研究者做出
进一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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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乐文化(2009)》让你想起多少年后，同窗学侣会在翻看此书常常怀念这段时光，这是一种与
不断在记忆沿途中遗失音符相抗争的“记谱”方式。
学位论文，展现了人一生中最真实的一面。
生命就是与颓堕平庸的抗争过程，过了这段历练坎坷，论文的品相以及其中体现的作者的相貌，就经
得起端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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