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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祥瑞：西方音乐美学与中国音乐美学的互文本性历史研究——
《西方音乐美学史》写作随想 

摘   要：研究西学，我们既不能按照西方人研究他们自己的东西那样去研究，也不能简单地借他人的钥匙开

自己的锁，而是要借中国的问题意识切入西方学术，这样以中国的问题意识来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的历史，就不能

仅仅流于对材料的搜集、说明和介绍，而是要在西方音乐美学史这个他者中发现或揭示那能够映现我们这些非西

方学者本己的文化意识、学术历史以及任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此地产生，以至于它在本质上隶属于中国，而不

属于西方，这样的西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西学，而是中国人的西学。 

    关 键 词：音乐美学；学术范式；中西体用；互文本性历史研究 

 

 

    本人从事西方音乐美学史的教学已逾十载，怎样写作西方音乐美学史一直萦绕心头。下面就将我关于方

法论方面的随想整理如下，以就教同仁。 

首先，作为中国现代学者，其主要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原本是研究自己祖国的学术问题；但

是，我们祖国的学术传统已经由于“新文化”运动被割断，——它是由西方学术和文化的全面浸入，以及近代新

文化运动者们取法西学批判传统文化和学术所致，直接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和学术及至心灵的流浪，我们与祖国的

文化和学术范式失去了那内在的一致性和承继性，因此，建立起我们与祖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一致性和承继性，

换句话说，为中国当代学术奠定一个反映其历史必然性的基础就成为首当其冲的事情。所以， 

第二，“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则成为一个问题。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在我们的大学里面，皆按照

西方的学术体系实施教学并开展课题研究，学术被分成“西方某某学”，“中国某某学”。这是新文化运动带来

的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它像一个模子，把我们全都框了进去。按照这个模子，现代中国人似乎有两种学术，一个

是西方的，另一个是中国的。其次，我们也无须反省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因为，这个模子已经暗含着研究的对

象和方法论。但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3年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对话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将

使我们难堪，他说：“美学这个名称及其内涵源出于欧洲思想，源出于哲学。所以美学研究对东方思想来说终究

是格格不入的。”[1]按照这个说法，我们除了研究西方某某学之外，是不能研究中国某某学的，因为，我们从未

有过这个东西，它也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我们做了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把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

西认作自己的，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学术和中国的学术之分。如果作研究，我们只能研究“西方某某

学”，而不能研究“中国某某学”，例如中国美学，或中国哲学。然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

事：我们实实在在地活着却没有反映自己存在状况的学术！我们拥有丰厚的学术历史，但却封存在千年之远而与

我无干！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尴尬：近代新文化运动者们断掉了我们与祖国传统的联系，引我们走西方的道

路；而西方人则警示我们走错了路。历史把我们引到了这里，我们不能在这尴尬里死掉，必须在此作出选择。因

此， 

第三，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个尴尬，以解决我们的学术“如何研究”和“研究什么”的问题。第一

个方面是关于西方某某学术的研究，例如，西方哲学、西方美学的研究，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基本上跟在别人的

后面亦步亦趋，拾人牙慧，咀嚼他人的残羹剩渣，或者是“借别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实际上，对于中国现代

学者来说，他研究西学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就是被他所研究的西学与其自己学术活动的历史必然性之间

的关联性，简言之，就是我们研究西学旨在认识我们自己，建设当代的中国的学术范式，借研究西学获得一种眼

光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学术和文化，以解决那些困扰着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尤其西方的某

某学的历史，例如美学史或音乐美学史。因为，西方的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并历史地发展着，我们

只有深入研究其问题、方法、概念的历史演变，才能把握其学术本质。同样，即第二个方面关于中国学术的研

究，亦不能离开西学之观，作分离的、单独的作研究，这不仅仅是西学的学科框架已经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基本

形式和习惯，而是我们只有通过将中国古代的学术与西学作相应的比较研究才能充分地揭示传统学术对于我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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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世界的伟大意义，这就是说，我们绝不能将中国的传统学术视为一种古董，做一种考古式的研究，即仅

仅将它作为一个知识对象，以主客体对立的方式上认识它；而是要在一种自我文化延续的同一性关系中继承之，

因为，传统文化与学术并非仅仅是一种供我们观看的客体，而就是作为我们文化的血肉之躯，是我们参与国际多

元文化对话和全球化建设的一种不竭的自我证明。故，合两方面说，研究某某西学的历史，就构成了认识自己和

建设当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前提。因此，研究西学，我们既不能按照西方人研究他们自己的东西那样去研究，也不

能简单地借他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而是要借中国的问题意识切入西方学术，这样以中国的问题意识来研究西方

音乐美学的历史，就不能仅仅流于对材料的搜集、说明和介绍，而是要在西方音乐美学史这个他者中发现或揭示

那能够映现我们这些非西方学者本己的文化意识、学术历史以及任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此地产生，以至于它在

本质上隶属于中国，而不属于西方，这样的西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西学，而是中国人的西学。这样西学同时在其

本质上就与中学必然构成了一种双向性，或互文本性；这种互文本性，既使得我们当下的学术不同于我们古代的

学术，又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区别开来（尽管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故，这个在中西学之间形成起来

的互文本性就将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础，使我们现代学术以及文化走向独立和成熟，也只有在这个由我们自己依据

我们的历史境遇建立起来的、并反映这个历史境遇的本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结束一个多世纪以来发生在我们的

心灵及文化层次上的漂泊和流浪。 

就目前中国学术的情况来看，不论是一般美学还是音乐美学还没有见到这样研究的成果。这种中西学术之间

的“互文本性历史研究”可以说是那个产生于我们的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中西体用”范式的延伸。我们必须坚守

这个范式，因为中西学术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无法绕过的问题；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时间上已将我们推到了二

十一世纪，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个学术范式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它仍旧是我们自己的学术的内在驱动力，如果我

们偏离这个学术轨迹，就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窘境。这个范式还暗含着这样一个要求，这就是，治中国学术者必

须熟悉西方学术，反过来，治西方学术者必须熟悉中国学术。不如此，我们既不能通透西方的音乐美学，也不能

通透中国的音乐美学。这可视为“互文本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所在。 

第四，西方的音乐美学的学术旨趣滋生于其音乐艺术的历史：在人类文明中，唯有西方音乐完成了由“歌词

中心主义”向“乐音中心主义”的转变，其问题正产生于这个转变，而完成这个转变的，正是我称之为“对象性

客观化”的审美意识的驱动，而这种审美意识恰恰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性客观化”相对应。这个差异就构成了我

们阐释西方音乐美学史的前提。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揭示自毕达哥拉斯至十九世纪汉斯力克以来西方音乐概念、

美学理论及其作为范式的学科研究的历时性演变轨迹。 

总之，研究西方音乐美学史是认识我们自己的音乐美学史的一个重要途径，以互文本性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

究西方音乐美学史，在我看来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不如此则难以深入其学术本质，把

握其走向，阐释其学术意义。以上是鄙人的一些浅见，望诸家批评，以使自己在写作过程中获得有价值的参考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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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炼：视觉文化与理论的实践 (6月17日) 

  彭运生：“无穷之意”与“内在的雄辩” (5月26日) 

  任园园：悟觉与回旋——试论电影美学鉴赏 (5月26日) 

  王均江：现象学视域中的古希腊悲剧——从尼... (5月24日) 

  朱狄：《当代西方美学》 (5月22日) 

  刘桂荣：《徐复观美学思想研究》 (5月22日) 



  彭运生：“人物性格”概念应该被抛弃 (5月19日) 

  史红：当代舞蹈结构特点与转型的意义 (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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