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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一本以结合着文化学的民族乐器学理论为指导，收集、研究残存在中国古老的满族

文化中的满族萨满乐器的专著。萨满文化的根在中国满族人的祖先，它的遗迹散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以各种变

体残存着。对这种文化遗迹的研究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项目，而这本书从乐器学的角度设立专题研究则填补了

其中的一项空白。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综论满族人萨满信仰的起源、祭祀活动的类别以及与各种民间的和宫

廷的祭祀活动相配合的音乐制度、音乐观念、乐器种类及表演功能。第二部分按膜鸣乐器、体鸣乐器和弦鸣乐器

三类，一一描述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及其象征。第三部分以民间和宫廷的各种祭祀活动的场地、民俗环境和节目

内容为个案背景，一一观察其乐器的配置和使用，并概括这种配置使用的文化特征。第四部分实际上是支持前三

部分的图释集汇，包括有关祭祀的历史图片和作者及他人摄制的现场照片、乐器图谱和其他参考性图片。  

民族乐器学研究属于一种系统化研究。编纂民族乐器志一类的工具书是一种提纲挈领的基本工程，而深入挖

掘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或某一民族分支的器乐传统，用科学描述的方法，从形制、工艺（包括有文化涵义的制作

过程）、演奏法、配置、功能、价值、音乐演奏实例和历史传说等不同层次的“物化形式”（刘桂腾语，

P.185，202）入手，进而推论出对核心层次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理性认识，则是使这一研究深化的必要途

径。传统的民族艺术之所以能够长存，或曾经在逝去的社会条件下长存过，总是有它与某一方热土息息相关的、

动人心弦的奥妙之处。这正是为什么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一旦深入进去便被吸引住，而终生投入、

探索不辍的原因。这种跃然纸上的热情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阅读中直接感觉到的。  

问题的关键是：有了热情是不是就能把研究做好，“好”又如何衡量。笔者还想重提自己发表于《黄钟》

1997年第四期的一篇有关音乐论文写作通信中的一个观点，即我们所谓的“研究”实际上是分两步走的：首先是

穷尽材料，即research，其次是求索结论，即study。两者缺一不可，各要各的功夫。西方学者从来就有这两个

概念，会自然有所侧重，所以他们不需要特别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们中国学者是长期在“研究”这一个笼统概念

下认识问题的，虽然实际操作上一定也是先调查再研究，但对二者功能上的区别、程序上的联系和操作上的规范

并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明确，这从许多已经发表了的，不是缺少充实的论证材料（“无底气”）就是缺少鲜明的建

设性观点（“无神”）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笔者在计划发表一系列通信时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请大家

注意，也一直用这个标准来评价音乐文论：两者兼备是上乘之作；退而求其次，材料充实可信但观点并不可靠或

并不高屋建瓴也可以是有益于进一步研究的综述性论文；比较不可取的是缺乏充分材料和论证的空洞文论，虽有

观点但立不住。这里，请注意，“穷尽”是一个动词，即“尽可能达到尽头”的意思。“穷尽材料”指的是“尽

可能详尽地收集和提供与主题有关的论证材料”的意思，而不是说材料一定要“穷尽”才能写作，也不是说研究

不可以有阶段性目标。提倡“穷尽”，就是提倡一种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一种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把一项研究

做得深入、完备的追求，一种对读者、 对后世负责任的态度。而要做到“穷尽材料”，首先要有“踏破铁鞋”

搜寻的精神。这对于我国众多的处于基层文化机构的民族音乐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难事，我们从延安的民间音乐研

究开始从来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仍不够，还必须有掌握最有效的（常常是但并非绝对是最先进的）田野工作手段

和程序的专业素养、洞察采风现场的敏锐感觉和深度挖掘材料的随机应变能力才行。另外，在有必要和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还应该长期“蹲点”，进行体验性研究。在这方面，通读一下《满族萨满乐器研究》全书就会知道，



作者正是通过较充实的田野调查和旁征国内外文献来穷尽材料的，而且是比较严格地按照民族乐器学的规范来尽

可能深入细节性描述的，特别是每件乐器和事件都附有图示或照片，或两者兼而有之。本书的语言也十分简明、

准确，信息含量很高，并尽可能附有乐器或事件专名的满语拼音作参考。可以说，作者所能够得到的材料都向读

者提供出来了。这种“资料共享”的开路先锋意识是十分宝贵的。  

在材料的收集和提供方面，笔者想提两点不足，但与其说是批评这本书，不如说是借题发挥，探讨在现代条

件下如何穷尽材料，请作者见谅。  

其一是缺少乐器分布和田野调查地理示意图。与摄影摄像和录音记谱技术一样，地理示意图的制作对民族音

乐学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一项必备的工艺，而本地地图的收集应该是田野作业的一个常规项目，因为图像的直观性

和生动性对不熟悉文论主题的读者来说一方面从心理上加深印象，一方面也启发思考联想，其效果不是在行文中

交代一下某县某乡某村就能达到的。民族乐器学直接牵涉到地理分布的空间概念，地理示意图就更不是可有可无

的了。另外，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地点常常在普通地图上被略的偏远地方，研究者如果不是每深入一地都注意

收集当地出版或地方机关内部使用的地图，恐怕离开之后自己都说不清那些确切的采风点在哪儿，而再回去一一

补查是不可能的。还有，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常常是和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许多旧地名如果作者不随时交

代清楚，读者弄起来就很费周折。科学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论文作者增强对读者的“服务意识”是提高

论文流通和影响力的有效环节，切不可掉以轻心。  

其二是对可能恢复表演的祭祀仪式演奏缺乏完整的个案纪录。我们当然理解这著作是作者上世纪90年代的上

早期研究成果，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作者的主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到可能把材料“穷尽”到这种程度。但无论如

何，这个缺陷使得这本书的分量达不到震撼的效果。个案记录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使其能够最大

限度地再现现场表演。以文字、图片、谱例为主的描述是一种，现场录音是一种，但更有效的恐怕是录像。笔者

在上世纪80年代末看过门特尔·胡德（Mentle Hood）制作的一部有关加纳阿通旁鼓的制作过程的35毫米纪录

片，从选树、祭树、砍树、制作（其中有很多制作师傅的话）到制成庆典，生动地能过一件乐器的描述剖析了一

个民族的传统和灵魂。不到一小时的电影震撼了每个学生的心，一下子就把大家和现场拉到了一起。这就是具有

生产力的学术水平。这就是尽量利用最有效的手段收集和提供材料的科学精神。不要以为国外的研究者汉“穷

尽”的追求精神通过艰苦努力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他们之中凡有成就者在工作时的敬业态度是一般人怎么想都

不为过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物质条件已经发展到了大多数研究者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的数码音像设备和

掌握技术的水平，也就是说胡德教授当年有的硬件我们也可以有了，关键就是我软件是否有驾驭硬件的能力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即作者是否在充分展开材料的过程中有机的论证和抽象出具有建设性的结论，这本书

也是做得相当好的。全书的论证实际上是在前三部分展开的，先综述与宗教文化背景有关的内容，再分述每件乐

器，然后个案描述在祭祀音乐中乐器的配置使用。第四部分更像一个内容庞杂的附录或者其实可以改作几个专题

附录，但这是结构问题，与前三部分的正文无伤。作者的研究功力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者对当代民族乐器

学的基本理论是了解的，这可以从作者收集的第一手材料的系统化数据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作者的论述思路中看

出来。其二是作者对材料的分析、归纳和推论是透彻的，所以他可以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比较自如地把自己的第一

手材料和引证的支持材料有机地穿插在一起，夹叙夹议，事半功倍。其三是作者有很高的概括抽象能力，把整个

研究的精髓浓缩为“万物有灵’的物化形式”这一精辟表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本书附有文献目录和名词索引，给读者很大方便。参考文献目录的问题通过近几年的讨论已经形成共识

了，但许多作者可能还是觉得“名词索引”是个不必要也无从下手的累赘，出版社也并没有把这个附录作为要件

看待。这主要反映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整体对系统化的自觉要求在观念上还比较薄弱，从作者的角度看则是“服务

意识”薄弱的反应。须知，服务读者就是服务自己，最大限度地提供读者方便就是最大限度增加自己著作的影响

力和流通量，何乐而不为！现在的电脑文字处理软件如MSWord等都有索引（Index）功能，相信也可以处理中

文，所以操作上已经不是难事，应该克服惰性、向前进步。另外，这本书的精装设计也颇具匠心，但正文排版在

字体运用、大小比例、距离位置等细节上还有改进余地以便阅读和审美兼顾；首页的作者特写照和透明纸简历显

得张扬，一般放在平装封底或精装封套的内折上即可。  

我与本书作者素未谋面，只是前几年在《中国音乐学》上读到他的文章，觉得好，于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工

作联系。他在书中自称并非学院出身，是一个亦官亦民、特立独行的“个人奋斗者”（后记，P.220）。他的可

贵就在于身为地方文化干部却善于把局限性转化为有利因素，其关键是改变观念和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成为一

个有效率、与时共进的开拓者。虽然本文写得晚了一些，可能他的更好的新著快要出版了，笔者还是乐意向音乐

学界的朋友们推荐此书。它并非尽善尽美，但充满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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