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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理想的“音乐学生态”

[ 作者 ] 杨燕迪 

[ 单位 ]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 摘要 ] 这里的所谓“展望”，既有“回顾”的含义，也有“憧憬”的意思。中国的音乐学对音乐生活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微弱。从根本上

说，可能这与音乐本身在中国文化传统的集合体中一直相对处于弱势有关。笔者所“憧憬”的音乐学理想，应是努力在三个不同层面上发

生影响作用的“学科生态”。第一个层面，针对音乐家圈内。第二个层面，针对普通乐迷。第三个层面，针对文化、知识界。 

[ 关键词 ] 音乐学;学科生态;音乐家;普通乐迷;知识界

       这里的所谓“展望”，既有“回顾”的含义，也有“憧憬”的意思。“回顾”不免带有批评，“憧憬”则未必能够实现。新世纪到

来，每人或多或少总希望对过去进行一番盘点清理。目的自然不在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实践未来。世界意义上的“音乐学”作为

一门有别于实践的理论学科，至少已经走过百余年路程。无须费心去查找“音乐学”的词源来历，19世纪后半叶欧美诸国大学中“音乐

学”专门教席的设立、音乐理论出版物的增加、阿德勒那篇著名论文（“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1885年）的发表等等，大致可以

作为这一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总的来说，百余年来的音乐学学术进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音乐的（几乎）所有认识。没有“音乐学”

的“音乐”，已经不可想象。音乐学渗透到音乐生活的每个角落，从大学的论坛到唱片的封套说明，从乐谱的校订到“多元文化”气候的

形成。某些时候，音乐学甚至成为某种音乐现象的关键性路标――例如整个20世纪乃至当今方兴未艾的“本真演释运动”

（authentic performance）。不可否认，相比之下，中国的音乐学对音乐生活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微弱。从根本上说，可能这与音乐本身在

中国文化传统的集合体中一直相对处于弱势有关。当国人的精神构造中并不十分看重音乐这个似乎“可有可无”的文化成分时，音乐学的

辐射力的衰微并不是意外。因此，中国的音乐学产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注定落在其他姊妹人文、艺术学科之后。每当笔者步入

图书馆和书店，每当自己贪婪地翻阅其他学科的累累成果时，心中不免对自己所属学科的“冷清”感到些许无奈和遗憾。目前，国内音乐

学的“生态环境”大致处于如下情形：音乐界内部，由于根深蒂固的“技匠”习气，读书空气稀薄，钻研“学问”少见，“音乐学”当然

滑向“边缘”。就一般知识界而论，或是很少学者真正懂得和思考过音乐的“文化含量”，或是音乐学的著述少有更高层面的“文化吸引

力”，因而国内音乐学与其他人文、艺术学科的交流几近于无。因此，音乐学在中国，不论在音乐界还是在知识界，多少都显得“落落寡

合”。笔者所“憧憬”的音乐学理想，应是努力在三个不同层面上发生影响作用的“学科生态”。第一个层面，针对音乐家圈内。音乐学

应为实践音乐家（作曲家和表演家）提供可靠、可用和可行的智识参照，同时也为音乐学家自己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第二个层面，针对

普通乐迷。当前在市场上大量泛滥的“普及读物”说明，音乐学在这方面理应扮演更加积极和认真的角色。第三个层面，针对文化、知识

界。音乐学必须扩展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视野（反过来，也希望知识界加深音乐的文化认知），以期能与其他人文学科形成真正的对话和交

流。我个人觉得，在新世纪更为多元化、也更为市场化的文化环境中，音乐学的前进可能将更多来自上述第二和第三层面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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