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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祥瑞：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与海德格尔的美学诘难 

 音乐美学作为一门由职业从事者研究的知识学在中国迄今几近百年。在这期间，真正称得上有规模的学科的

研究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为这时，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且有几个学院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培养了

一批音乐美学硕士和博士。这意味中国的音乐美学研究的成绩主要产生于20世纪后20年。 

我们都知道Aesthetics of Music非中国文化传统之物，而是西方文化所创造。它生根于西方的哲学以及艺术

音乐土壤，它之于我们显然是一个舶来品。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对于东方的学者而言，研究Aesthetics 

of music与其它源于西方的其他学科，如Ethnomusicology，我们都会处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之下。这已不是

我们情愿与否的问题，而是事实：在当代，不管是文化还是学术，West and non-West二元对立格局是一种历史性

际会。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与日本人手冢富雄的对话中挑明了这个际会的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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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实情如此，即Aest

hetics确实源出于西方哲学，但从我们非西方文化传统及其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言，我们不得不在Aesthetics of m

usic的名称下研究那称为“音乐”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面临西方的挑战。因此，如何回应西方哲学家和学术

的挑战则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为了回应海德格尔的诘难，我们首先必须明了该诘难所指：我们是用西方的A

esthetics的观念、方法、概念来研究中国的音乐，还是旨在借鉴一种学科的思维方式来规范和启发我们，从我们

的传统的研究对象里，并且通过与西方Aesthetics of music的比较抽绎出适宜于中国这非西方的音乐对象的方法

和概念体系?显然，海德格尔所言“美学研究对东方思想来说终究是格格不入的”，并非指东方学者研究西方的美

学，而是指研究东方的美学。因此，问题才能是：东方有美学吗?我想这恐怕是海德格尔的诘难所在。确实，中国

或东方没有过Aesthetics，但有过研究美以及音乐意义(或什么是音乐)的悠久历史。对于非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来

说。我们只不过是借西方的学科及其规范性思维来研究关于中国音乐的提问(即所谓美学)。因此，从这个立场出

发，我们首先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当代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美学，即Aesthetics of Western music

和Aesthetics of Chinese music，不存在一个无差别的所谓“音乐美学”。其次，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是我们方

法论的基本原则。即研究中国的音乐美学与研究西方的音乐美学互为前提，并且以研究通透西方的音乐美学史为

优先，以期获得一种方法论参照，特别是其音乐美学形成初期的那些美学家，例如德国浪漫主义器乐形而上学、

黑格尔以及汉斯立克。第三，有计划地系列地翻译西方的音乐美学名著文献，否则我们将会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以

为是新发现。第四，音乐史研究对于音乐美学具有决定性意义。尤其这种比较研究，因为它已经进入“文化”研

究的领域。第五，尽早上因特网。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我们一直说要走向世界，好像世界在别处很远

的地方。实际上，世界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脚上，只要迈步，就成世界。不要造成遗憾再去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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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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