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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有充分理由，为本期《当代音乐评论》（contemporary Music Review）选用了一个生物学的标
题。
这只是为了表明：音乐应该是有生命力的！
没有比“新音乐”仍在萌生的过程中就已经成为“死胎”更糟糕的，而音乐历史的公正性却不得不令
人承认这种经常发生的事。
由此立刻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本期刊中所谈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是关于周文中、盛宗亮、陈晓勇、陈其钢、罗永晖、谭盾、陈怡、周龙的音乐吗？
这种音乐有生命力吗？
那些关于音乐的中、西方思想——那些独具特色然而又令这些作曲家各自的作品运用极为不同方法的
思想——是否带来了某种活力呢？
新鲜吗？
它是否能引发听众的强烈情感？
是否也能鼓舞其他作曲家去探索新的音响前景呢？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回答：“是的！
”笔者相信，不仅可以对《当代音乐评论》的撰稿者这样说，也可以对更广大的音乐家群体——全世
界众多的男女音乐家群体如是说，他们正在熟悉这些作曲家引人注目的作品，并试图诚实地了解中国
和西方能彼此互惠些什么。
　　这里讨论的作曲家中大多数都有源自家庭背景的中国传统。
从社会历史角度，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例如本期刊物撰稿者中的几位，尤其是刘长江和杨嘉辉。
过去不能阻止未来。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诸如地理的和所谓“民族”的偏见都是靠不住的。
正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he Tempest）中，安东尼奥所说，我们需要区分：“过去的遭遇只算是
个开场的引子；将来怎样，就看你和看我的了。
”　　未来确实掌握在我们手中。
未来似乎正在被一群无畏的作曲家（不仅仅是华人）创造着。
他们洞察到一种音乐风格的出现。
这种音乐正在随着中国和西方的汇合而进发，却远不只是二者表面的融合。
这是一种全新的音乐，是两种文化共同的孩子。
而且需要重申，未来不仅仅是由来自香港、台北、北京的作曲家创造的。
无疑，我们将听到来自那里的声音，但是正如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布达佩斯、布鲁克林的一些作
曲家：他们看起来根本不是“中国式的”，反而与吉那斯特拉（Ginastera）、利盖蒂（Ligeti）和科普
兰（copland）相似。
接下来的年代，情况将会类似于上世纪爵士乐所发生的——破茧而出。
起初，爵士乐几乎是专属非裔美国人的音乐。
然而，很快许多欧美裔艺术家（当然还有很多爵士乐爱好者）积极参与进来，后来全世界艺术家都纷
纷加人。
当然，不能否认许多爵士乐大师仍是非裔美国人。
但这也似乎能证明本论文集所研究的新音乐的真相。
　　正如人们常说的，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
下面我们来看看生物类比的最显著方面。
就像一个新生婴儿完全是独一无二的他／或她自己一样，这里谈到的新音乐也是我们从未耳闻过。
是的，一些人也许可以自豪地指出某种特性，说：“我的亲骨肉，中国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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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是一本有关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评论专刊，全书包括了“华人
作曲家何去何从？
”、“锣鼓点子及其在当代音乐中的意义”、“碰撞中的回响——论陈晓勇的音乐”、“佛教思想对
周龙音乐的影响：对《禅》的思考”等八篇文章。
笔者希望这卷《当代音乐评论》有自身的“生命力”。
不仅仅能广泛影响人们，而且能自然影响其所遇到的陈词滥调。
我们追寻富有活力的学术性，力求全面。
尽管文集篇幅非常有限，但笔者与同事们试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展现一幅真实可靠的景象（尽管只是
介绍性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音响新世界。
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努力结果只是一种“无生命力的容器”。
每篇文章都有其动机，以及各种不同的对象并试图将它们归到一起。
的确，这些文章（通过暗示）在进行一场富于活力的相互对话，探讨展现这种新音乐的意义的最佳方
式。
其中一些强调其普遍的意义，另一些则强调其与特定文化环境的牢不可破；有的包含作曲家生平，有
的则避开了；一些文章的作者是作曲家，并从作曲的角度分析，另一些作者是音乐理论家，从作曲技
术和文化角度分析；还有的更是这些音乐的积极演奏者。
文集作者的年龄跨度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多岁，涉及的音乐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创作，以及在
德国和美国创作的作品。
其中一些文章充满热情并试图引发争议：从音乐的情感内容、哲学价值或社会政治意义方面做大胆的
探讨；另一些文章则表现出体面的克制，寻求学术上冷静的深度和透彻性。
然而，这种冷静遮掩着一种巨大的兴奋，从中显现出了很多令人惊奇的情况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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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期主编爱德华·格林（Edward Green）生于1951年。
自1984年起，任曼哈顿音乐学院教授，1980年起为纽约审美现实基金会成员。
曾师从美国哲学家伊莱·西格尔（Eli Siegel），认识到尊重人类美学表现中的必然性与多样性两者的
重要性。
这在他最近的论文《与新相遇：21世纪音乐教育者从早期民族音乐学家还可以学到什么》（《音乐教
育历史研究学报》出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也是即将出版的《杜克·艾林顿的剑桥同伴》的主编。
他撰写过有关海顿、门德尔松、普罗科菲耶夫、马勒、周龙、福斯特、帕奇、游吟诗人马卡布鲁等人
的学术文章。
同时，也是一名活跃的作曲家，其《小号协奏曲》最近由Albany Records公司出版，《中音萨克斯管与
弦乐协奏曲》由AuR公司出版，另一首琵琶、二胡曲《四大》由Traditional Crossroad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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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
　　历史、语言、美学及文人精神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专业”作曲家，是指创作娱乐音乐的
“乐工”，或是为宫廷中一些祭祀礼仪及正式场合作曲的“乐官”。
当然也有例外。
例如在元朝，许多文人不愿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转而从事元曲或山水画创作，进而将其提升为中国历
史上最具艺术成就与创新的艺术形式之一。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位身为“文人”的作曲家的观念、品质或责任，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
过去，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
因此，当今国际化的华人作曲家，是按照西方定义的“作曲家”，而非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
文人”艺术家。
　　那么今天的华人音乐是什么呢？
是华人作曲家仿效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吗？
或仅是模仿和复制过去的音乐？
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难道今天我们不应该期望真正的华人作曲家保留一些祖先们传下来的中国传统美学，并将自己无私地
奉献给社会的文化传承吗？
事实上，关于如何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完整性的问题，在很久前已被提出。
自从一个多世纪前，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称霸最高潮时起，华人就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兴趣。
然而，中华文化史呈现出长期的文化继承发展伴随着短期的文化冲突与蜕变。
这种连续不断的、由交流走向合流的历史现象正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格，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力
量。
　　与相当稳定的西欧文化史相反，中国必须抵抗来自各方的侵略，并且更有多次的内部大动乱，从
而导致中国文化的不断蜕变。
仅仅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就有几乎一半的时间处于外来的侵略或内部的混乱状态！
然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文化却在每次大动乱之后都能坚持融合新文化，而再度发展故有文化传统。
所以，当今中国文化中显示出的不协调或反面因素，也许正预示着未来中国文化的再次整合。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的能力全在于其哲学构想的广度和深度，及其理论建
构的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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