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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中感受，在回声中体味  

                     —《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  

                  作者：萧梅  

综述：于亮  

      萧梅的《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是2001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音乐人类学著作。在

《田野的回声》一书中渗透着作者在音乐美学及民族音乐学两个研究领域的深层思考，正如作者书中写

道：“我是从音乐美学转向民族音乐学的。”作者笔下流淌的音乐人文叙事亲切、生动，这来源于作者把

采访中的被采访对象视为亲人、朋友——那些是她热爱的人们，她把亲历的“田野考察”融入生活，文中

的表述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作者以女音乐人类学学者独有的敏锐观察感受着“田野”，徜

徉在田野的回声中，细细地回味着…… 

      在《田野的回声——一种别无选择的生存》一篇中，作者由赵元任先生《语言学问题》有关语言的

“上加成素”的论述产生灵感，提出“音乐中‘上加成素’问题初探”的论题，并阐发提纲：以“上加成

素”在音乐中的普同性与差异性，涉及这一概念在人的情感、行为、思维方式上的约定，指出音与音的组

织关系，并非音响的自然实在，它只是进行度量和分类的思维中的概念，从而提请人们摆脱那种偏重于

“音乐本身”的音乐观念；以中国民间民族音乐中“上加成素”的文化学基础，讨论中国乐人的自然观、

生命观等等。作者在对于音乐本体论的研究中认为：“从‘诠释’出发去揭示‘语境’、揭示‘存在’的

体会与民族音乐学所倡导的，音乐并非所谓‘自然法则’的产物，而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

度与信念形成的人类行动过程的结果，即所谓‘文化中的音乐’相共鸣。”从本体论存在哲学到“田野工

作”，更多的是作者对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及其意义所体会的“境域”。在《寻找传承与变迁的文化主题—

—一次纳西“祭天”仪式的叙事与引申》一篇中，作者就田野考察中文明冲击问题阐述道：“通过对历史

与现实材料的多重观察去思考和发现这一文化群体在面临新的世界秩序与关系的过程中将如何中重构自身

的生命力并利于其生存和发展。一个文化群体生命力重构的力量取决于内在力量在面对他文化刺激中的

‘应激状态’。” 作者从纳西“祭仪”着手寻找其中的文化主题及其流变，解析纳西音乐文化所面临的历

史传承与变迁，阐明：“任何遗存都储存了历史演化的信息。也许重要的不是祭仪能不能继续存在，重要

的是人们能否继续这精神境界的继往开来。”在《音响的记忆——田野录音与民间音乐档案》一篇中，作

者就音响中的历史信息、两份音档规范之比较、整体音响档案实录、野外录音以及田野录音中的“诱导”

等方面进行阐述,并以许多实例资料加以呈现。在《森林的启示——鄂伦村春、鄂温克民间音乐考察》一篇

中，作者以鄂伦春音乐的采录与资料分析：口簧·民歌·所有格的分类概念、“撮罗子”与精神家园、敖鲁古

雅的森林等论述回味着森林给予的启示。在《今日摩梭人的音乐生活》（永宁日记1991）一篇中，作者在

1991年5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文化的变异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脚步，只不过在被动变迁的状态下，

其文化主体将面临自我的消解。”在1991年5月23日的日记中作者阐述道：“观念和行为的变革，是文化

变迁的本质因素。”在《苗岭踏歌行——黔东南、黔西北苗族音乐考察》一篇中作者以只有不断在时间上

持续，在空间上拓展，也就是不断在“点”上深入，在“面”上拓展，最终才能获得对一个民族音乐文化

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的理论逻辑上展开了对苗族古歌、芦笙、飞歌、女人的叙述。作者在《南高洛三

天——音乐人类学笔记之一》篇章中对音乐会的叙述中阐发互渗与变迁、信仰是苦的观点。 

      “田野”，是一本打开着的由田野上的人们用体、行、情、思，相互共属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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