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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声乐理论与艺术实践》2000年在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学习期间，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到学
识渊博、造诣深厚的民族声乐专家、学者，能够深入地学习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民族声乐。
我被民族声乐的魅力深深吸引，希望自己能写一本关于民族声乐理论的著作，将我从教以来苦苦探寻
、学习的成果总结成系统的理论，奉献给读者。
历经八年，《民族声乐理论与艺术实践》终于出版了，此时我感慨万千、满怀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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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哲学有机宇宙观的参照下，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的整体性，如音乐与群体行为规范（礼乐）
，道德、生活、情感诸现象的整体性，道教则重视心的虚灵明觉与自然的整体性。
到宋明理学，儒释道合流，心性论成熟（如朱熹的“心统性情”、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
心”等），心性论的有机整体性，使中国音乐艺术创作心理、行为的目的不是个人思想的表达，而是
对自然生命、人与社会整体文化精神的胜利及其心理延续的不断阐释。
心性论与音乐文化艺术的综合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中国艺术中自我的独立性，因此中国的音乐
创作不像西方音乐创作那样善于提出概念、逻辑、思想和个性的建构。
　　在机械宇宙观的参照下，西方人格概念主要是西方人对个人主义理想的一种表述，表述判断思维
方式是形式逻辑、演绎推理，涉及认识论的发展，因此它相对于中国哲学心性论整体性特点而言，是
理智分离式的。
古希腊文明“使个人主义哲学达到一个高度，那是在亚洲制度下无法比拟的”（墨菲《近代心理学历
史引荐》）。
因此，西方形成了另一种文化音乐艺术精神特质，这在欧洲两千年的音乐史上不证自明。
　　在有机宇宙观的参照下，中国音乐美学也相应形成了有机生命美学特质。
这种美学特质是一种以阴阳之道为基础的整体动态平衡系统，可划分出几种基本形态：阳刚之美，如
中国北方音乐风格，武曲、武戏、京剧净的表演风格；阴柔之美，如中国南方音乐风格，文曲、文戏
、京剧旦的表演风格；阴柔阳刚之和，即南北风格相济，刚柔和谐，文武相合，如京剧中生的表演风
格。
将这几种基本形态与西方美学形态的崇高、优美相比，前者所具有的特点，后者则不具备。
因为，阴阳是一种信息或能量概念，它可以贯穿在声音、线条、光线、节奏、力度（强弱）、速度、
正负、冷热、干湿等物质运动中，它具有生命之觉，可感，有效度，可避开机械的表达方式，使听、
视、嗅、触、味觉在认识感觉中获得整体性与联想性，符合宇宙生命系统的动态辩证关系。
这几种基本形态还可再分，作无穷尽的解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以阴阳之道为基础的全息整体动态
平衡系统音乐美学，是中国音乐艺术的一大特色，它还表现在中国的书法、绘画、舞蹈、建筑、中医
等方面。
　　古代中国有“六艺”之分（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曾被作为文人必备
的修养。
中世纪欧洲，有“七艺”之分（文法、修辞、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算术、几
何、天文四项被作为大学中四个高级学科。
这种分类及其在中西古代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影响到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从知识论和社会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看，中国艺术倾向于人文，西方艺术倾向于科学，从而形成了各自
对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偏重，它们代表了中西音乐艺术精神发展的不同文化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以重和谐、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为特色，形成了传统声乐
艺术的直觉性以及整体把握表演、创作与教学的结构形式。
这与西方声乐艺术从自然科学中派生出来的形而上学思想，像解剖学那样的详尽的分析、严密的结构
和逻辑推理思维方式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传统声乐的直觉性思维，主要体现在声乐的不确定记谱、创作方式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上
，这给声乐表演者提供了极大的创作空间。
曲子在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曲子是指中国历史上广泛用于填词的民间常用
曲调，并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断地被使用。
民间艺人正是在不断加工传统曲子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音乐语言，创作出各具风格的多种作品的。
比如中国江苏民歌《茉莉花》，由于曲调优美抒情，悦耳动听，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而且演变出多
种风格的《茉莉花》。
河北《茉莉花》的骨干与结构仍与江苏的《茉莉花》相似，但由于用河北方言唱，行腔间富有河北风
味的顿挫拖腔，听起来明显是一首河北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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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茉莉花》经四川艺人的演唱润色，融人了浓厚的川味儿，还被改名为《鲜花调》。
　　中国古代思想家重整体轻分析，重直觉轻知解，重关系轻实体，重实用轻理论，这不利于产生以
分析、知解、公理化体系等为特色的自然科学。
在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是以天文、数学、医学、兵学为主的应用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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