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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笔下的美国黑人音乐  

                                                      ──《黑皮肤的感觉——美国黑人音乐文化》  

                                                                   作者 : 陈铭道  

综述 :于亮  

  

      陈铭道的《黑皮肤的感觉——美国黑人音乐文化》是1999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由中国

人撰写的全面介绍美国黑人音乐的音乐人类学著作。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曾提到：“本书为读者提供很多

不为人知的事实，本书不是枯燥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谁都可以读，可以在空闲时翻它几页。开卷会有

益的，更何况有很多历史事实让人感慨不已。”陈铭道教授以独特的构思与见解从中国学者的视角以及对

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带给我们一部关于美国黑人文化的现代学术创新著作。全书一部分为美国黑人音乐历

史的理性层面上客观叙述，另一部分为作者自身感性层面上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该著作的部分章节：

《摩西说：让我的人民回家——Let my people go！》中黑奴保存传统的酋长节、狂欢节——平克斯托

节；《野外去布道——野营会歌曲》中的宗教活动；《痛苦的精神支柱——黑人灵歌》中灵歌——黑人宗

教体验的音乐形式；《模糊中不模糊的声音——伤感的音调》中伤感的情感状态；《码头上的热节奏》中

“热”节奏代表着一种群体认同，一种文化身份；《“酷”——冷爵士》中冷爵士的代表人物迈尔斯·戴维

斯；《“我的人民是美国人”——充满狂想的乔治·格什文》中格什文的《蓝色狂想曲》，这就是作者传递

给我们的美国黑人音乐文化。 

      以下就该著作的序言及发表的书评做以综述。王康以《痛苦与自由的长号》为题的序言中写道：“三

百年来作为美国最大隐忧和内伤的美国黑人命运，如何与如此伤感、怅惘、美妙、独特、卓绝的美国黑人

音乐相生相伴？如何用音乐破译人类学枯燥概念中令人心碎销魂的密码？如何用汉语对美国黑人音乐——

人类关于苦难和救赎的高峰体验——加以历史性而非音乐专业的言说？如何既展示历史进步的节奏，又深

察人类本性和集体（民族）命运中的局限和无奈？如何既无情剖析别国（美国）荆棘丛生的罪恶历程，又

适时对自己的同胞提出肯切的警示？最后，选择美国黑人音乐，无异于选择一柄黑色的十字架，作者由此

再次出色地证明：真正的艺术永远源于苦难，永远指向自由。”①田青在2000年第7期《人民音乐》上发

表了题为《礼赞黑色——读陈铭道〈黑皮肤的感觉〉》，文章中写道：“能俗但不媚俗，专业但不枯燥，

理智但又充满感情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作者时不时地将一些典故、趣闻、甚至非常个人的逸事加进他精

心烹制的菜汤里。陈铭道的《黑皮肤的感觉》用流畅、生动的语言和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描述

了美国黑人音乐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描述了目前已成为世界‘强势文化’的美国黑人音乐充满痛苦与悲愤

的百年沧桑。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非洲的一切似乎都与‘落后’有关，但作者在强调对于一种音乐，要在

它自身的环境中去研究它，不能把外界的理论强加于它的同时，实际上是强调了文化相对论的一个重要观

点，即每一种文化都是它自身环境和历史的产物，都有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音乐是艺术，不是技

术，不能用‘先进’与‘落后’的概念来评判。这本书超越了音乐范畴的伟大理想——反对种族偏见，为

在全人类实现平等所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②金兆钧在2002年第5期《人民音乐》发表了题为

《黑色、人民、人的感觉——读陈铭道〈黑皮肤的感觉 美国黑人音乐文化〉》的文章，作者在就该著作的

写作特色作如下评述：“生动与严谨同在，解剖与激情共存。作者在治学的过程中已经渗入了自己强烈的

情感，在对美国黑人历史命运的观察与思考中，作者把视点提高到了人类的高度。作者并非在抽象地叙述

美国黑人史，而是在此大背景下揭示了美国黑人音乐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在活泼生动的文风

后体现了学术著作所必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文章中对于该著作有两点强调：“强调第一点，并非因为

‘第一’而在于‘全面介绍’美国黑人音乐。布鲁斯、爵士、灵歌不仅从音乐上、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为

现代音乐提供着强大的内在资源和生命活力。强调第二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本有关美国黑人音乐



形态的专著，而是一本站在人类学、文化学角度对美国黑人音乐的人文解读，而这一点，正是陈铭道教授

写作本书的初衷。”③在该著作的附录一中作者以几个专题形式对美国黑人历史进行述要；附录二中就有

关美国黑人音乐的一些音乐理论说明包括：非洲跨节奏、十二平均律与布鲁斯、“热”节奏进行论述。 

      约翰·卫斯理·沃尔克在《美国黑人民歌》中说：“音乐不仅成为黑人骄傲的遗产，也成为他精神的支

柱和强有力的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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