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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世界的主流音乐文化之中，也许要数中国的音乐文化最不为西方学者与音乐爱好者所理解，
甚至还经常被曲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中国的历史文献和理论专著数量庞
大，但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却寥寥无几；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音乐的类型、风格，以及乐
器的种类繁多；还有人们自相矛盾的态度，即他们虽然对过往的辉煌顶礼膜拜，却从未思考过重组这
些艺术遗产，使之与当前的美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相一致等等。
最近几十年里，中国的许多地区对西方学者关闭了门窗，因此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国度里，民族音乐
学的萌芽阶段，至少是那些强调田野调查，以及参与性观察研究的训练，只能在音乐本体投入相对贫
乏的冬件下发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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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是将一种传统放入其生存的特殊环境中，并加以全面理解的初步尝试。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被称为“江南丝竹”的器乐合奏音乐，其实是被小部分爱好者演奏和欣赏的，
而且他们的音乐活动在其直接的本土环境，即上海的文化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尽管人们明显（甚至由于误解）忽视了江南丝竹的重要性，但对其深层次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国音乐文
化的许多方面：江南丝竹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中，它的爱好者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它虽被视作
民间艺术，但许多乐师与专业音乐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虽然属于地区性音乐，但对中国当代器乐
独奏和合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围绕着这一传统音乐展开了许多关于传承和发展的争论，这就为研究中国当代音乐的审
美观点与政治环境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当我们开始深入研究江南丝竹之后，就会很快发现人们探讨的许多中国音乐与社会的两面性性（业余
的/专业的，流行的/高雅的，内部的/外部的，传统的/现代的），实际上都是相互联系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

作者简介

阮弘，1974年出生于上海。
1982年起师从扬琴演奏家、丝竹音乐家周惠先生学习演奏扬琴，得其真传。
1999年在上海师范大学获音乐教育文科硕士学位，并成功举办了个人扬琴独奏音乐会。
2003年考取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陈聆群教授。
200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7年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

    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艺教中心副教授。
著有《国乐与都市——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在上海》，并在《人民音乐》、《黄钟》、《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音乐探索》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在演奏方面，出版了个人扬琴独奏专辑，还参与录制了
《抒情小调》、《江南丝竹八大名曲》等民乐和丝竹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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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与其他音乐种类之间的相互关系　　江南丝竹在上海的发展　　无锡一直是
“十番”音乐的发展中心，而江南丝竹却与上海大有渊源，这两种音乐都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
金祖礼认为“十番”音乐对江南丝竹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两者之间的关联在《锣鼓四合》一曲中可见
一斑。
这首曾流行于上海西郊地区的套曲就是“笛吹锣鼓曲”的形式（1983年：第28页）。
它是“十番”音乐流传在上海地区的一个分支，其中有些乐段与江南丝竹的八大曲关系密切。
　　至19世纪中叶，江南丝竹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种类，但“清客串”已经在上海地区十分活跃
了。
“清客串”的乐师们为婚、丧、法事演奏，与小堂名不同，他们不取报酬，而受到宾客的礼遇。
有时几班“清客串”相遇在一起，“各显神通竞技斗胜，往往可以看到十分精彩的表演场面”（出处
同前）。
表演者自我提高，听众赏心悦耳，团队之间你争我赶，这些至今仍然是江南丝竹音乐的特色。
虽然金祖礼没有提到早期“清客串”使用的乐器，但他叙述了“清客串”的演奏曲目包括“诸如《老
六板》、《三六》、《四合》等民间广为流传的器乐曲，和一些流行小调，如《欢乐歌》、《无锡景
》、《柳青娘》和《上海码头》等”（出处同前）。
江南丝竹的八大曲中，有些乐曲的音乐素材源自于上述的前四首，有些则与这四首乐曲有着深厚的渊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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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依托上海音乐学
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优势，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主题，从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
方法、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以及上海城市及长江三角洲地域中的音乐文化三个方面进行
研究。
在与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中，建立现代信息化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
者专家联手，整合和优化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
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围绕“中国视野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开展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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