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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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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  英国Sheffield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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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22日-23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办的“乐

器学再思考——乐器研究的挑战与转机[乐器研究的新途径]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音乐学院隆重召开。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中国大陆及台湾的

乐器学研究专家们共聚一堂，他们中有从事民族音乐学、人类学、考古学、博

物馆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对乐器的研究主体、研究理论及方法进行了全新的阐

释，还有正在进行乐器个案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做了详尽的资料收集工

作，可谓既有宏观理论思考，又有微观个案展示。两天的研讨更加明确了乐器

作为物质文化载体与其使用者及其人文背景之间的关系，当代对乐器的研究更

加关注在乐器身上所发生的人类文化活动事象，包括信仰、行为、情感、心

理、性别、语言等因素，这也切合了此次会议的主题——在挑战中寻求转机，

探讨当代乐器研究的新途径。 

        来自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的Margaret Kartomi教授曾任澳大利亚

音乐学协会主席，她长期在印尼做田野考察，研究印尼及东南亚的原住民音

乐、犹太音乐。此次会议首先由她做了题为《乐器近代史和它所忽视的部分：

人体打击乐器》的主题报告。相对于1941年由霍恩波斯特尔和萨克斯建立的

以乐器发音方式为划分标准的自鸣乐器、气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的经

典分类法，Kartomi教授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认为在20世纪后期，民族语

言性最强的族群不仅发展出了一套更适应他们族群本身的乐器的概念、本质和

意义，而且还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乐器分类体系，这套体系能简洁明了地

体现他们的身份认同及对音乐与人生的理解。例如Aceh地区的人通过打击自

己的身体来演奏音乐，以敲打技巧、表演姿势以及性别区分等为标准进行分

类，产生了能归类于音乐乐器的人体打击乐器这样一种全新的分类形式，并进

一步解释了人体打击乐器的社会文化意涵及功能。 

        来自英国的Chris Gosden教授是牛津考古研究所史前史专家，Pitt 

Rivers博物馆馆长。他做了题为《感官、音乐和物质文化》的发言，认为三者

间的关联是人们参与世界、创造情感体验、寻求经验本质的关键，而以物质形

态存在的乐器承载着音乐与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上海音乐学院的在读博士

谢瑾做了题为《古代中国竖琴与佛教的关系——克孜尔竖琴的图像象征》的发

言，以克孜尔壁画中大量出现于佛教背景中的竖琴为切入点，阐述其所蕴涵的

象征性意义，以及古代竖琴与佛教教义及其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厦门大学人

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家骏副教授发言题目为《乐之器新论——基于汉字文化符

号论的新观点》，通过对汉字的象形及表意原理的研究，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

对古文字中“音”“乐”之“器”作了阐释，认为 形古汉字表示的器物很可

能就是乐器，在中国及日本古代的祭祀仪式中都有大量史证。来自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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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ga大学音乐学系的系主任Henry Johnson发言题目为《整体的乐器

学：乐器、演奏者和音乐的相互关联》，以日本筝koto为例，阐述乐器的结

构是如何形成、并为何呈现如其所是的结构，以及乐器和演奏者与音乐体系是

如何互相影响的，乐器如何通过音乐和表演传达出意义，乐器的结构和演奏者

生理情况如何限制了决定音乐结构的界限等，而不再只对单一的物质文化对象

进行物理描述，即其所为“整体”的乐器学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在读研究

生黄艺鸥发言题目为《论方向产生的音乐、历史和文化动因》，对“方响”这

一少受人关注、业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在历史上确有其特殊地位的乐器作了考

证，从其产生到灭亡的发展过程中透析社会、文化及传统音乐发展对乐器的选

择性。来自台湾南华大学的蔡灿煌做了题为《乐器如何诉说？传记性写作途径

运用在乐器及与他们相关之个人、机构中的相关研究》的发言，从乐器的“社

会生命”及“社会关系”两个角度，结合乐器的传记性写作的一些实例进行阐

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萧梅教授发言题目为《相对于“类”研究的“单件

乐器志”》，结合中国乐器数据库的建设实例，对中国乐器相同种类不同变体

的复杂性、以及乐器作为物质载体其身上留下的使用者的文化痕迹两个方面做

了深入阐释，并探讨单件乐器的传记式研究对于乐器信息采集和研究的意义极

其体现的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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