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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其理论永远原封不
动，那就不能为今天所用，更不能为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受
和利用。因此，首先要使音乐人类学现代化，为当今人们所了解。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从其发展
历史来看，音乐人类学是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音
乐人类学研究人，研究人类的音乐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面前，音乐可以
使人相互沟通。反过来，音乐人类学以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音乐研究为核
心，促进了文化的多元与共存。 

  
音乐人类学沟通多元文化 

  
文化是多元的，各民族、国家生存的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和习俗不
同，文化也就各不相同。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演替为蓝本建构起来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的进
化同时存在着离异和趋同两种取向，人类文化的演进同样并存着这两种取
向，以至于人类文化的总体构成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总是处于新陈代谢之
中。这一过程又必然保持了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 

  
  人类学对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行了认真研究，斯图尔德根据人类谋
生的主要手段，把人类分为狩猎民、采集民、畜牧民、农民等。其后，众
多的研究者基本接受了他的划分方法，同时作了相应的修订。 

  
  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在美国，博厄斯使文化研究进入了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主义
阶段。在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研究带入了结构功
能主义和功能主义时期，他们与古典进化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文化概念
的理解上。他们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把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认为文化
是具体的和特殊的，所以他们的文化观与泰勒的典型文化已有了很大的差
别。 

  
  基于文化构成和其价值的关联性，文化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
的，一是趋同，二是离异。趋同是一种纵向发展，也就是趋向于共同的方
向，从发展来看，这种阶段也是必要的，因为纵向的认识求得了统一，巩
固了前一阶段的发展。但所谓“同”也不是绝对的，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这些因素就会使趋同的方式崩溃，而代之以离异的阶段。 

  
  历史上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最明显的是：其一，魏晋南北朝时
期，中国文化接受佛教的传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二，明末清初时
期，基督教文化大量传入；其三，五四前后，西方现代文化大量传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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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文化在当代呈现出了多元的特性，并且它的多元性呈现于若干个
层面，从里到外，由浅到深显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多质、原态、开放、共
生的形态。由于中国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这就造就
了中国音乐人类学横向开拓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音乐人类学从文化上来
说，是文化对话的重要途径，通过音乐交流，能使不同的人得以互相沟
通。多元文化中对不同音乐的研究是音乐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拿音
乐欣赏来说，它可以提供给我们多种多样的快乐。如果把不同文化中描写
同样主题的作品放在一起来欣赏，就会得到不止是体会一种作品的乐趣。 

  
音乐的社会功能是人类学家关心的问题 

  
在音乐人类学产生的初期，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及音乐

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是人类学家一直探讨的问题。在对音乐人类学研究
的过程中，音乐创作似乎是创作者个人的事情，他们的创作活动好像与文
化并不相关。但是经过认真分析，事实却正好与此相反，任何文艺创作都
必须立足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主要为具体的人群服务。音乐作品的引进、
交流、传播在各民族间无时不在发生，但引进与传播是有条件的，每个民
族总是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和习惯有选择性地引进和接受外来艺术。  
  
  大多数人都听过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交响音乐《在中亚细亚草原
上》，作曲家介绍作品时写道：“在平沙漠漠、一望无际的中亚细亚草原
上，传来了不大听见的俄罗斯和平歌声。从远处可以听到马和骆驼的脚步
声，以及东方曲调的奇异的歌声。一个土著的商队渐渐走近。它在俄国军
队的保护下，穿过无边的沙漠，平安自由、无忧无虑地赶着路。商队渐走
渐远。俄国人的歌声和亚洲人的曲调结合在一起，构成共同的歌声，它的
回声逐渐消失在草原的空气中。”在作曲家文字引导下的欣赏者，都会把
对音乐结构的感知与草原的气氛相联系，但人们的感觉并不一致。戏剧艺
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也很受外国观众欢迎。京剧《三堂会审》
中的人物对白是本剧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但在国外演出时，翻译人员煞费
苦心，也难以表达戏剧中人物内心刻画的精妙。音乐艺术虽在进行跨越国
界的传播，但是在欣赏和利用上，却找不出通行世界各国之间的准则。 

  
  人类学家在探讨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时指出：“文学艺术的社会功
能，主要在于通过艺术形象，在本民族中造就特定的激情，从而达到民族
内部行为的协调。因此，可以归纳为文学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制造激情，凭
借激情协调人际关系。”实际上，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早已是音乐学家研
究的重心。 

  
有机连接音乐和整体文化 

  
文化形式的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形式的多样化仅仅是文化多

元性的浅层表现，而决定文化形式多样化的则是文化多元化的内容。如
今，音乐人类学家正在探索在多元文化中寻求音乐人类学的生长点。从音
乐人类学学科发展来看，音乐人类学研究从利用殖民者、传教士、商人、
旅行家等从殖民过程中采集来的音乐标本展开的所谓“扶手椅”式的研
究，发展到以扎实、规范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研究，参与观察、民族志、
深描、主位、客位等人类学研究方法都被音乐人类学吸收、采用，成为音
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在当代中国，多种文化中的音乐艺术解读是创新民族文化的一个必要
条件。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的中国传播，首先要对它进行阐释，在阐释
它的时候，肯定跟它在其本土中被阐释的情况不一样，有许多方面会不知
不觉地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去解释，这就难免有误解、误读。反之亦
然。在中国，音乐人类学家注重音乐与文化背景的关联性阐释，因而，只
要和音乐活动有关的时间、空间、人物、内容、行为方式等，都成为确定
音乐意义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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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音乐人类学获得较为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音乐
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诸多探索。许多中国音乐人类学家为了阐释音乐
的意义，在试图把音乐和整个文化的有机联结上作了很多可贵的尝试与探
索，对整个人类学研究和音乐学研究有独特贡献。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与时俱进 

  
中国音乐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迅猛，几乎渗透到了音乐研究的所有领域。中
国音乐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音乐人类学经典译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三
个方面。其中，理论研究可以分为方法论研究、学科概论两个方面；应用
研究可以分为中国音乐文化研究、外国音乐文化研究、跨国音乐文化比较
研究三种类型。 

  
  中国音乐人类学家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以音乐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从音乐本质上看，音乐属于情感意识领域，它无法表达明确的
具体性实物，它只是一种意念、感觉，是人们用声音来交流感情的一种工
具。人类学家把音乐确定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反映，认为音乐艺术是主观
的、直觉的和情感的。俄罗斯著名学者尼·彼·杜比宁在其论著《人究竟
是什么》中指出：“劳动成为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环境的社会实践活
动的基础。人化了的世界的创立，根本改变了人对外部条件的适应力的形
式。出现了人工的、不是由自然界而是由人创造的劳动工具，征服了火，
出现了住宅等等。结果，形成了社会遗传的机制，依靠这种机制才开始实
现人的祖先的前进发展，同时这种机制使进化走上了新的、协调进化的轨
道。”可以看出，人的文化必须立足于人的生物学现实，那么，音乐人类
学家研究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生物性前提下的社会存在为本，以人类艺术
创造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相统一的客观实际为本。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其理论永远原封不动，
那就不能为今天所用，更不能为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受和利
用。因此，首先要使音乐人类学现代化，为当今人们所了解。中国音乐人
类学家非常努力，他们力求对中国音乐人类学理论进行现代诠释，并推向
世界，使其成为21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元文化的中
国，音乐人类学理论的现代化决不是封闭的、口头上的，它必须站在音乐
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沿，了解人类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了解人在思考什
么。通过文化对话与参照，才能弄清当今音乐人类学学科的研究目的，弄
清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成功之处，弄清哪些是可以补他人之不足的东
西。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更有益于全人类。 

  
  在中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西方音乐人类学理论的引进
也只有在相互比照中产生互动，使双方都得到发展。在美、英等国，音乐
人类学较早地运用人类学方法，以跨文化音乐研究来讨论音乐艺术，当其
传入中国时，也被进行了改写和变形，这些都是受到多元文化影响的结
果。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沟通，互相支持，互相吸
收。音乐是沟通人类灵魂最好的桥梁，音乐人类学就是要让人类通过音乐
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作到不同文化共存和互补。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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