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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目的看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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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族音乐学 （或称音乐人类学 ）作为一门音乐学科�在我国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名称上经历了种种
变化。各阶段研究目的既有联系�也有差异�文章旨在对民族音乐学发展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社团的研究宗旨进行
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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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 “比较音乐学 ”到今天一
些学者所倡导的音乐人类学�近一个世纪�从最早引进
的一种方法发展到呼之欲出的一门独立学科�名称上
经历了种种不同的变化。就其发展阶段�学术界也始
终存在分歧�有认为以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的
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界�经历了 “比较音乐
学 ”和 “民族音乐学 ”两个发展阶段�有认为经历了四
个阶段�即 “民族音乐理论 ”和 “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
也应视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学科名称仍无定论。由于 “民
族 ”具有太多的歧义使许多学者已不满于 “民族音乐
学 ”这个名称�只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用法而使大家
陷于一种两难境地。 “目前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有相当
一部分学者以‘音乐人类学’名之。” ［1］笔者也认为用
此名称代替 “民族音乐学 ”也将大势所趋。

现结合著名学者沈洽、杜亚雄、张君仁等人的观
点�将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用图表显示 （如图
1所示 ）。

事实上不同的称呼只是由于不同阶段所强调的不

同侧重点而导致的种种变异�学科性质上并没有发生
根本的变化。民族音乐学在不同阶段的研究目的则既
有贯穿始终的相同点�也有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
而表现出的差异。笔者将分别对以上五个阶段的代表
人物、社团的研究目、宗旨进行梳理�期望能从一个侧
面清晰地用单线条勾画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一阶段：“比较音乐学 ” 时期

王光祈、肖友梅、童斐、刘天华等活跃于上世纪20
年代的一批音乐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被公认为中国
民族音乐学的创始阶段。特别是王光祈�1927年留学
德国�第一个接触进化论思想并最早把比较音乐学介
绍到国内、介绍到东方。

图1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图

王光祈在《著书人的最后目的》中说 “希望中国将
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这种国
乐是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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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两种东西是我国的民族之声 ”。他希望其 《东方
民族之音乐》能作为一本 “三字经 ”�“引起一部分中
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在《东西乐制之
研究》的自序中写道 “吾将登昆仑之颠�吹黄钟之律�
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
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2］表现出
对国乐振兴的满腔热情。在 《音乐与人生 Ｍｕｓｉｃａｎｄ
Ｌｉｆｅ》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不过‘以乐治心’之说�颇为
后代儒家所忽略：甚至于直将音乐一事认为‘末道小
技’几乎视为人生不必需要之物。于是�其结果．西洋
人虽到白头�亦无不生气勃勃：而中国人虽在青年．亦
无不面有菜色。近年国内人士�对于体育一事�虽渐知
注意；而对于活泼精神之音乐�则尚十分轻视。至于吾
国古代‘以乐治国’之说�当然更无人顾及。

‘枯燥的人生’、‘残酷的人生’、‘以及凄凉的人
生’均为民族衰亡的主要象征。补救之道�只有从速提
倡音乐一途。” ［3］

萧友梅也是这一时期研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人

物�与王光祈的豪情满怀相比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无奈
（对政府不重视音乐的态度 ）�而且更多的表现出对西
方音乐的崇拜和对国乐落后的自卑感�但其目的也是
想用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音乐�从而
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童斐在1925年编写的 《中乐寻源》的自序中 “希
望深入研究并发展民族音乐�不为异国音乐所克
灭 ” ［4］。

虽然�对他们造成影响的欧洲学者研究比较音乐
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音乐为标准了
解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从而了解整个人类的音乐发
展史。而第一代中国民族音乐家则更多的关注本民族
的音乐文化�是通过对比的方式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利
用当时西方这一流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音乐�
从而达到振奋民族精神、振兴中华的目的。
　　第二阶段：“民族音乐研究 ” 时期

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可看作民族音乐学发展的
第二阶段�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如同当时政权分裂
的中国社会一样�民族音乐家在两个地区形成了两个
研究中心－－－解放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与国统
区重庆的国立音专。代表人物分别是冼星海、光未然、
吕骥、张鲁、马可、安波和王震亚、杨荫浏等人。1939
年5月�解放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立 “民歌研
究会 ”�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1940年�“民歌研究会 ”改名为 “中国民歌研究会 ”�
1941年又改名为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其研究的
行为主要是搜集和整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目的则是
“力图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音乐创作实践以及 “唤起
民众�团结抗日 ”的政治目的服务。” ［5］
1946年�国统区国立音专的学生成立的 “山歌

社 ”�其宗旨是 “以集体学习方式来收集及整理民间音
乐�介绍西洋进步音乐 （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论 ）�普
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
的。” ［6］

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下的这两个研究中心在这一

时期不同时段、不同地点从事着近似相同方法的民族
音乐研究－－－对中国民间音乐进行搜集和整理。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是 “民间音乐研究会 ”的发起
人�他在 《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中对研究目的如是
说：“我们民族音乐工作者研究民歌�不是为研究而研
究�其目的还是创作�研究民歌不过是创作的参考材料
与根据�必须吸收民歌的精华�创作真善美的民歌。” ［7］

曾任研究会第二任主席的吕骥在 《中国民间音乐
研究提纲》中把民族音乐的研究目的列在了第一章节
第一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
乐�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研究兴趣�为研究而研
究�主要的目的应该是首先了解现在中国各地流行的
各种民间音乐的情形。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
系。形成历史与演变的过程�获得关于民间音乐各方
面的知识�以为接受中国音乐遗产�建设中国新音乐做
参考。民间音乐研究并不能解决中国新音乐建设中的
一切问题�……中国音乐的建设必须从今天的人民生
活出发�只有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中
国民间音乐只能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8］

另一位音乐家光未然在 《向着民族新音乐的道路
前进》中说 “中国新音乐运动发展到今天的阶段�迫使
我们必须将中国数千年来的音乐传统作一深刻的认

识�迫使我们须将现阶段之新音乐运动的意义作一真
实的估计�并迫使我们根据这种认识和估计�找出一条
道路来�用以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民族音乐－－－即中国
民族新音乐。” ［9］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目的既沿袭了第一阶段振
兴国乐的初衷�视野从古代音乐拉到当前�从宏观转向
具体 （前者指乐制、音乐概说、记谱法等�后者是指把研
究对象选定在了当时民间音乐 ）。又增加了普及音乐
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为音乐创作服务等具体目的�同
时还有战争年代特有的 “唤起民众�团结抗日 ”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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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呼号�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第三阶段：“民族音乐理论 ” 时期

从50年代开始到1980年在南京召开 “全国民族
音乐学学术讨论会 ”之前。1966年爆发并持续10年
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一阶段劈成三段。文革10年处于
停顿状态�文革前后的研究特征总体上是相似的。除
了对我国民间音乐进行研究之外�对宗教音乐和文人
音乐也开展了搜集、整理。 “由于民族音乐学、音乐文
化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概念在我国并不普及�有关田
野考察的理论、方法并没有在这时候的考察和研究中
起到应有的作用。其研究方法单一陈旧�研究目的则
主要是为作曲家提供可以再创造的音调资源。” ［1］
1949年�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从事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科学研究机构：东北鲁迅艺术学
院的 “民族音乐研究室 ” （1949年 ）、中央音乐学院的
“民族音乐研究部 ” （1950年 ）、上海音乐学院的 “民族
音乐研究室 ” （1952年 ）等。这些研究机构成为中国传
统音乐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培养了许多从事中国传统
音乐研究的音乐学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期间诞生的学术性较强的民间音乐和

传统音乐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民族音乐研究论文
集》、《河北民歌采访专集》、《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
告》、《单弦牌子曲分析》、《戏曲音乐研究》、《论五度相
生调式体系》、《民族音乐概论》等等。

研究内容一方面是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

品�另一方面是在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形
态学的分析。主要目的也继承了第二阶段的为音乐创
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
70－80年代开始�民族音乐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

事情当数文化部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规模大、历
时长、范围广的传统音乐采集与整理运动�结集建立了
中国民间音乐五大集成 （民歌、器乐、曲艺、戏曲、歌
舞 ）为代表的有关传统音乐的文字、乐谱、音响、乐器、
图片等丰富的资料库。此时研究目的从观念上发生了
很大的转变�那就是�转变了20年代以来国人受进化
论学派影响而对本民族音乐的全盘否定之态度。对泱
泱大国7000年音乐史逐渐有了反省和再认识�对博大
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有了重新的定位。在这样的
背景下�民族音乐学家对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自然是
更加脱离不了重现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辉煌的夙愿�延
续着前一阶段对民族民间音乐搜集、整理�而抢救、保
存成为主旋律。但由于理论指导的缺乏�方法的单一

陈旧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仍然处于为作曲家提供

可以再创造的音凋资源的低水平阶段。
　　第四阶段：“民族音乐学 ”时期

1980年的南京会议�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虽然经历了两个搜集整理
的阶段�但国外相对成熟的音乐人类学等学科概念在
国内并没有普及�田野考察的理论、方法并没有发生应
有的作用。应时召开的这次会议把我国当时处于迫切
而盲目�态度积极而观念闭塞状态下的民族音乐研究
引向了一个比较宏观、比较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境界�
“从而把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摧残、当时尚处在极度萧
条之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
专业复兴起来。并使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
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
科。” ［5］
1984年8月�吕骥在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

（少数民族音乐专题 ）上作题为 “中国音乐学、乐学和
有关的几个问题 ”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研究音乐学的目
的：“研究音乐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研究而研
究、满足我们个人的研究兴趣？还是为着别的什么。
我是主张：要从为我们国家的四化作贡献出发�要从促
进民族团结�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而进行民族音
乐研究。这样�我们的音乐学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祖
国社会主义建设就联系起来了。要怀着这样一个目的
去研究音乐学�才能获得发展。既然目的是这样的�我
们就要加强从社会科学方面、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
不能停留于自然利学�也不能停留于形态学、工艺学这
些方面�当然�这些研究都是需要的。更重要的要落实
到联系我们的人民生活�要研究音乐发展与我们国家
民族发展的关系�要研究音乐发展的根本规律�要研究
运用与民族语言的关系�音乐与社会生活、思想、感情、
心理状态的关系等等。……广泛学习�深入发掘�深入
思索�探索规律�要有益于创作�要推动、发展我们各民
族的音乐创作；要起到振兴中华的作用。” ［8］该发言�首
先反思了前一段时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停留于形态

学、工艺学方面研究的局限。从其观点导向来看�认为
民族音乐的研究目的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
促进民族团结�为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而服务。强调了
音乐繁荣与祖国强盛的关系�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在
民族音乐研究当中的地位。
　　第五阶段：“音乐人类学 ” 时期

9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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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思想交流、学术交流更加方便自由�国外新的
研究观念、系统的研究方法不断的被引进。国家对科
研教育的投入也逐渐加大�音乐学学科建设的速度空
前发展。使得现时的田野考察步入新的领域�与第三、
第四阶段资料的单纯收集和分析相比发生了本质的变

化。开始全方位的考察和解释音乐文化生态�从文化
背景出发�对某一地区、某一族群或族群内个体的传统
音乐进行深入研究。

学者们在研究中已经表现出一种客观平等的心

态�认为对世界各个民族的音乐包括欧洲音乐都要以
一种一视同仁的眼光去看待。

杜亚雄在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中说：“随着
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
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
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关于
学科的研究目的�他说：“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
音乐发展的规律 （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从各民
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
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

展规律的认知。” ［10］
张君仁在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形状与组织机构》

和《当代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状态及趋势》中分别提
到了研究目的�在前一篇中说 “目的在于通过人类的音
乐创造现象来把握和认识人类自身。”后一篇中指出：
“通过音乐去认识人类文化�认识与音乐相关的各种联
系�并进而认识人类本身�认识人怎样创造、应用这一
特殊的交流符号�以及音乐这一文化现象是怎样和人
的生命、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1］

综上所述：一代代民族音乐学家怀着振奋民族精
神、振兴中华为目的的良好愿望�从利用西方流行的研
究方法研究中国音乐�到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
准�为音乐创作服务；从战争年代 “唤起民众�团结抗
日 ”为民族存亡呼号�为政治服务、为作曲家提供再创
作的音凋资源到形态学、工艺学方的面研究；从单纯的
比较研究到以开放的思维、胸怀来关注全人类的音乐�
贯穿着音乐繁荣为祖国强盛服务的理念�中国音乐人
类学逐步迈向科学系统的音乐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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