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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新闻

碰撞与交汇——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音乐当代研究暨第22届“磬”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
20日会场三综述

作者：骆静禾（中央音乐学院在站博士后） 来源：本所 发布时间：2019-09-25

　　9月20日下午14:00-18:00，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717迎来了会场三的首场主题发言。主题发言分为上半场与下半场，先后由10位中外学者进行发言。

　　上半场由“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主任、荷兰音乐学者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先生主持。发言者分别是来自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的张晓东、德

国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音乐学系的杜咏霏、上海师范大学的杨婧、中国音乐学院的周强和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李明晏。

　　上半场第一位发言者张晓东的发言题目是《历史视域下的当代竹笛室内乐“新音响”构建与“传统”——以唐俊乔竹笛乐团为例之研究分析》。张晓东以创

立于2013年的“唐俊乔竹笛乐团”的实践为例，通过乐团对传统作品的演绎与再演绎，以及对郭文景创作的竹笛重奏作品《竹枝词》的分析，探求乐团所构建的

笛乐“新音响”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传统”音乐形态在现当代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下，竹笛及笛乐传承和发展的方式、理念、艺术特征等问题，尝

试性地展望竹笛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此分析传统音乐在其原有生态环境变化后的疆场问题。对此，他提出了三重理念：一.让传统音乐得以较为完善的持续保

留，在乐谱所能标记的最大限度范围内，以一种身体传承的模式延续；二.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同时，有效利用传统音乐的相关建构法则进行再创造，延伸出新的艺

术魅力，营造活态的生存机制；三.在当代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中，积极吸收多元文化，从音乐创作、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意趣中构建“音响”新模式。

　　　　　　　　　　　　　　　　　　　　　　　　　　张晓东发言

　　第二位发言者杜咏霏的发言题目是《论当代中国新合唱音乐中的“矛盾”特征》。杜咏霏首先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之路，尤其是80年代以

后，华语流行音乐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流传到中国大陆并得到发展和普及，许多以古典音乐风格为主的合唱团体受到了“轻松”流行音乐的冲击，“新”的混

合合唱风格由此萌芽。在这一研究背景之下，她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代表作《感觉身体被掏空》为例，对该作品的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进行分析，并从当下

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出发，对“新”华语合唱音乐的特定文化概念以及 21世纪不同合唱作品之间的关联进行阐述。杜咏霏认为，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雅

俗共赏”为创作的目的，他们的作品所涵盖的音乐风格既有对立性又富有融合性，代表着中国合唱音乐的超文化倾向。“超文化”作为当今全球化数字社会

中“不同文化形态的共存”现象，它导致了“视界的瓦解”，通过视界，文化失去了时空相关性，处于一个新兴的超空间集合之中。在这一视界中，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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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文化旅游者”。新中国合唱歌曲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时间和身份彻底消除的维度上创作的。

　　　　　　　　　　　　　　　　　　　　　　　　　　杜咏霏发言

　　第三位发言者杨婧的发言题目是《论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的抒情传统》。杨婧援引了海外汉学家陈世骧先生提出的“抒情传统”概念，选取了四首具有抒情

特质的音乐作品为例，以此阐释中国新音乐中的四种抒情面容，即风景、抽象、魔幻、实践的文本内涵和历史语境，并进一步探讨作曲家的风格意图，论证“抒

情传统”对于“新音乐”的影响与作用。关于“抒情”，杨婧认为，它既是一种抒情诗歌的文类表达，也是一种审美愿景的呈现、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实践，乃

至一种政治想象和对话的可能性。从中国现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都可以感受到作品中强烈的“抒情精神”。杨婧例举了桑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秦文琛的

《太阳的影子》、郭文景的《愁空山》、陈其钢的《悲喜同源》四首作品，说明中国现当代作曲家创作中的多重抒情面向。她指出，四首作品分别对应地蕴含

了“风景的抒情”“抽象的抒情”“魔幻的抒情”“时间的抒情”。她认为，音乐与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有着类似的抒情结构特质：一.重情的结构原则

（“散-慢-中-快-散”的布局）；二.互文关系的丰富质感；三.均包括了一个情感的视界或境界的结构；四.作曲家的身份意识对理解“新音乐”的抒情性具有关

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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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婧发言

　　第四位发言者周强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现当代音乐作品中的节奏比例织体》。他指出，“时值比例织体”是声部间节奏时值基于相对恒定、呈数比关系的多

声部音乐织体。这类织体的音乐实践具有极为宽广的时空跨度。作为基于节奏（关系）视角的音乐织体现象，它可追溯至欧洲早期的奥尔加农。公元13世纪，基

于6种节奏模式的节奏句（型）和“句群”的盛行，以及随后由有量记谱促生的等节奏艺术， Josquin des Prez，Johannes Ockeghem，Pierre de la Rue

等作曲家的有量卡农形态，都以具体音乐作品反映了人类音乐文明进程中对时值（包括休止）有量属性以及有量比例关系，甚至包含音乐中“数与美”的感悟、

探寻与实践。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大小调和声共性实践，乃至20世纪以来现当代作品中常见的音群技法、音色-音响技术都与比例织体息息相关。在此基础

上，周强以中国现当代作曲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将时值比例织体作为“规则性”织体技法形态的代表，探析基于数比律动中对位与和声在音高组织维度的深层

关联，并引用“结构对位”之方法论，将时值节奏比拓展至和声、音色、句式结构等其他音乐参数的节奏比，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的织体分层解析，以期对多声

音乐织体技法以及沿袭、发展做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周强发言

　　第五位发言者李明晏的发言题目是《岭南中乐：英治时期香港中乐团音乐活动(1977-1997)》。她探讨了于1977年成立的香港第一个职业中乐团——香港

中乐团在英国殖民时期的表演活动。她指出，在英国殖民时期，由于政府快速发展香港经济，香港成为了当时的全球经济中心。然而，在音乐发展上，西方音乐

文化在当时却未对该时期香港中乐的发展产生冲击，相反，许多业余的香港中乐团纷纷成立，并促成香港中乐团的成立。李明晏认为，乐团通过将西方经营交响

乐团的方式应用于中乐团，使乐团与同时期大中华地区的中乐团有不一样的发展。其主要发展方式有三：一.注重创新和创作，使香港作曲家的创作具有自己独特

的创作风格；二.乐团创立之后，与中国音乐家有着密切地互动与交流，以此受到更多地来自中国大陆的影响；三.每个音乐季都有混合的音乐风格（如广东话、中

国人、西方的、非西方）。通过这三种方式，在西方文化、岭南文化、传统中国文化的背景下，香港中乐团发展出独特的中国音乐，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特色，发

展出“岭南中乐”“香港中乐”的独特风格。此经营理念，使香港中乐团从成立之初，呈现出香港中乐自己的特色，更引领大中华地区其他众多中乐团的发展。

　　对于前五位学者的发言，主持人高文厚先生给予了肯定与感谢。但由于时间关系，他未能基于上述发言作进一步的现场互动与总结。在短暂的休息之后，会

场三下半场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章华英教授的主持下进行。发言者是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武泽渊、安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的凌琦、剑桥大学亚洲及中东研

究院的艾韦婷、牛津大学的杰恒瑞以及（中国）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王雨涵。

　　第六位发言者武泽渊的发言题目是《在明清古琴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文人琴”与“艺人琴”的划分》。武泽渊指出，长期以来，由于琴人身份与演奏风格

的不同，历史上存在“文人”与“艺人”两种古琴传统。尽管一些当代学者注意到在明清时期，文人与艺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融合，但“文人”与“艺人”的

论述仍建立在“文人琴—艺人琴”二分法的基础之上。为了揭示“文人琴”与“艺人琴”是否对立的真实历史现象，她在明清历史背景中重新审视了“文人

琴—艺人琴”这一分类框架，对比了“文人”与“艺人”的区分与交融，探讨了琴人在其自身和他人眼中的社会文化地位，琴人职业、身份与音乐活动之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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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琴人观点与晚明以来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的联系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武泽渊认为，“文人琴—艺人琴”分类框架不适用于明清古琴文化研究，区分“文

人”与“艺人”的话语也并不是明清琴人关心的重点。她指出，不论琴人的职业地位或音乐风格如何，与其一开始就试图对明清琴人进行“文人”或“艺人”的

分类，不如将他们统一视为文化精英或潜在的文化精英，从该研究视角，有助于解释前人研究中存在的矛盾与疑问，并有利于深化理解历史变化与古琴文化之间

的相互塑造。

　　　　　　　　　　　　　　　　　　　　　　　　　　武泽渊发言

　　第七位发言者凌崎的发言题目是《音声符号与文化认同——汉江上游地区丧锣鼓研究》。凌崎介绍，在汉江上游地区的丧葬仪式活动中，包含了多种仪式类

型，其中“打丧鼓”仪式属于“固定”的部分。为了探究锣鼓牌子的符号意义与文化认同，他于2016-2019年期间对汉江上游十堰地区、安康地区、商洛地区、

汉中地区的21个县区进行考察。考察涉及汉江上游地区的丧锣鼓编制、丧锣鼓形态与仪式的时空布局、开歌路仪程中的锣鼓牌子（一阵鼓）、闹丧仪程中的锣鼓

牌子（三点水、老鼠嗑牙），以及丧锣鼓的深层结构（以闹丧仪程中的锣鼓为例）。最后，他指出，“打丧鼓”仪式中的锣鼓乐（丧锣鼓牌子）具有专属性，不

同的丧锣鼓牌子与各仪程紧密联系，并具有明确的符号意义。尽管汉江上游各地域的丧锣鼓牌子，在显性的音声表层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形成了“地域性变

体”（风格性变体），但是在隐性的深层，包含了特定的语义特性、锣鼓奏法、节奏组合等核心要素，展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其音声符号表征体现了汉江上游地

区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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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崎发言

　　第八位发言者艾苇婷的发言题目是《声音的边缘：中国早期音乐思想的对比》。艾苇婷的论题关注战国和西汉时期众多音乐讨论中的各类对立观念。最为鲜

明的对立观念有：被视为“道德”的音乐风格（如仪式音乐）和被批评为不道德的流行音乐风格（如“郑卫之声”）之间的冲突；把音乐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和

教育工具和将无声视为声音理想（“无音，声之大宗也”）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强调了解音乐自然起源属性和人造属性之间的冲突。针对上述对立观点，艾苇婷

做了对比与简要分析，探讨了关于早期中国音乐思想的个人观点。她指出，音乐的某些方面是被作为普遍接受的惯例并发挥作用的，然而音乐的其他方面则受到

思想家辩论的影响。尽管众人对此有着较为一致和统一的音乐概念，但对于音乐是何物以及音乐应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仍然有某些固有而不相同的概

念。通过对中国早期各种文本中音乐与政治之间联系的追溯，她认为，文本中对音乐的引用是一种修辞手段，可以证明中国早期社会中意识形态冲突的加剧。

　　　　　　　　　　　　　　　　　　　　　　　　　　艾苇婷发言

　　第九位发言者杰恒瑞的发言题目是《声无哀乐论：嵇康的音乐论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杰恒瑞主要探讨了可否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理解为是向司马氏

族提出的政治挑战的问题。杰恒瑞认为，当嵇康撰写《声无哀乐论》时，司马氏族正在清除曹魏支持者，试图把自己塑造为光复儒家道德的统治者。尽管当时部

分赫赫有名的士人欲求仗义执言，但他们最后只能含沙射影，通过旁敲侧击来发泄其不满，以保其身。总结前人的研究，杰恒瑞指出，音乐在古代具有强化正统

性的作用。他从《声无哀乐论》记载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声乐理论中作出推断，认为嵇康主张的反传统声乐理论，实质是为了暗中将矛头指向司马家族借助传统声

乐理论来强化其正统性的做法，以对其进行婉转的抨击；并由此证明，魏晋时期涉及声乐的诸多议论，给当时的士人提供了议论政治的平台。杰恒瑞认为，该论

点将有助于丰富研究者对魏晋时期相互对立的声乐主张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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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恒瑞发言

　　第十位发言者王雨涵同样关注古琴文化的问题，她围绕《古琴文化在当代的重新建构——基于传统古琴音乐与古琴流行乐之审美差异的观察》进行阐述。王

雨涵从古琴移植的概念和既往研究、“古琴流行乐”的特色、古琴移植所体现的文化主体性与自我认同、权力与权威（民族国家的想象的继承物）四个方面切

入，对多元化社会背景下的古琴文化认知进行探讨。最后，她提出了探寻古琴文化认同整体性的一个解决思路，即——从“观众的他者”到“演奏者自身”的角

色的渐层演进。王雨涵认为，古琴与古琴移植的爱好者的主体是不断变化、发展、流动的。因时间、空间的脉络而有绝对鲜明切割的语境，以此形成了不同语境

下不同的认知主体。可以说，这是一个古琴爱好者自我认知的变化转移，是“具有流动性的认知主体”。

　　　　　　　　　　　　　　　　　　　　　　　　　　王雨涵发言

　　囿于时间所限，主持人章华英教授对下半场五位发言者做了简短的总结与评述。章华英表示，五位发言者均从各自的角度对不同的论题作了个人的理解和阐

述，使下半场的发言呈现得十分丰富。她指出，武泽渊和王雨涵共同关注了古琴的话题，古琴作为当下的热点，确实能给大家带来许多思考的角度。针对武泽渊

论述的关于历史上“文人琴”与“艺人琴”的关系问题，章华英认为，很多事物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人文背景给予综合观照，每个学者都可

以提出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她还指出，王雨涵论述的关于古琴曲移植的问题是另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其背后涉及到许多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需要我们深

入去思考。她表示，古琴曲移植和接受的问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她举例：古琴曲移植从清代开始，曾有琴家把花鼓戏移植

到古琴曲中，但并未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到了30年代，琵琶曲被移植到古琴曲中，则受到肯定和接受。50年代时期，出现了一些古琴移植曲。在当时的那个年

代，这些曲目代表了一些政治因素，并使其为现实服务。80年代以后，涌现了更多的古琴移植曲，许多流行音乐、民族音乐、电影音乐等都被移植到古琴曲中。

在当下，古琴曲移植变得更复杂了，涉及到一些商业因素的问题。这些古琴移植曲有待历史来检验和评判。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却能够为学者们带来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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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此外，章华英教授还总结了其他学者的发言。她认为，河南学者凌崎前期做了细致深入的采风与考察，为大家呈现了一个音乐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不

仅关注音乐本体的内容（如节奏、音型等音色），还关注音乐背后的符号和文化问题。她强调，艾苇婷提出的关于早期中国音乐思想的个人观点，可以为研究中

国早期各类文论中关于音乐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对于英国学者选取的魏晋时期嵇康富有思辨性色彩的美学论述的探讨，章华英认为，“声无哀乐

论”不仅讨论的是音声哀乐的问题，其背后的根源是魏晋玄学和儒家思想之间的矛盾，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指向司马氏族和“竹林七贤”文人们之间的对立。她指

出，与音乐学院所重于关注音乐本体的问题不同的是，当时对音乐的探讨更多地与社会、文化、政治相关联，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侧重点和视角。

最后，章华英教授向每一位发言者表达谢意，感谢他们会上的分享和精彩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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