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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钱仁康学术讲坛之戴嘉枋教授：20
与断代史研究——以“文革音

作者：唐吟  来源：中国音乐学网 发布时间

演 讲 人：戴嘉枋教授 

讲座地点：新教学楼中楼603 

时      间：2010年11月9日15：30—18：30 

  

  原本今天的讲座主题应涉及“20世纪中国音乐

革的中国音乐概述“两讲，但时间所迫，戴嘉枋先生演
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综述，随后在讲
加强区域史及断代史的研究，并就其中的研究中值
于讲座的记录： 

第一讲 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区域与断代史研究 

一、20世纪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本讲共讲了三个部分，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

  中国二十世纪音乐史也叫近现代音乐史，对近
枋认为近现代的提法尽量不用，因为近代、现代、
当代的历史有什么区别？以后的音乐怎样称为呢？

（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目的与本体特征 

1、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对象。音乐史与音乐
的人类的音乐活动及其发展过程。音乐史学是音乐
专门研究的一门学科，是客观的音乐历史存在于音

2、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目的。中国传统观念中
务，如“以史知来”、“以史为鉴”，但理论实践
类音乐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尽可能的客观描述，或对
述，达到音乐文化传承，积累和传播的目的，并使人



     

发展途径的自我认识中，增强个人认识。 

3、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本体性征是什么。我们应该关
续性，注重它在整个音乐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史
实的描述回答历史“是什么”，还尽可能探索其“
亮，事实上，我们只要把历史人物的思想、生活背景等
的认识。音乐史的本质上是音乐艺术史论，离开了音

（二）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发展历史 

1、萌动时期（1958年前） 

  最早的为李树华出版的《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

年代的“现代音乐”进行了极为粗略的描述。30年代末，毛
中提出的提点将五四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战线发
国新文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
评价新文化的标准。吕骥在鲁艺开设新音乐运动史，

提供了重要文献。我做一下小节，1）确立了以马克思列
思想，以及用新旧的准阶级分析的标准，对音乐现

2）是通过初步开展的“新音乐运动史的教学，将教

3）30年代末，吕骥在延安开设了“中国新音乐运动
十年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历史总结
和教材建设的最初尝试。 

2、初创时期（1983年前） 

  1957年中国音协组织了一个小组，提出写作中
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各自建立了研

整理，并制定教学大纲。先后在1959年出现了李元
搞》、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搞》、陈聆群的《中

的《中国现代音乐史讲义》，最好的还是陈聆群的《中
在北京文化部音乐教材编写组组织的“音乐教材评审
计，并要求编订，初步确定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

1964年，这部教材准备出版，排版已经确定，但出
为内部铅印教材，称为“小白本”，从这个时候开
定。下面我们小结：当时的音乐史写作是为了写作
这话还是有问题，因为任何的历史是这个行当的人所
现。但这样的写作并非没有意义，当时写作的音乐
一支专业教师和科研人员为骨干的科研团队。以下是
料的偏颇，当时以阶级划分音乐家，史料的收集没
例如聂耳，他是一个人民的音乐家，但是史料中也有
时，只把对他好的史料留下来，不好的全部去掉了。又例如
部留下来，好的全部去掉。这个史料的偏颇有着消
类是不合适的、非常粗糙的。但是，在文革中这样
作音乐被搁到了一边。文革期间江青组织重写音乐
岛）、中国古代音乐史（杨荫浏），近现代音乐史

（三）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现状一一全面建设时

1、学科的新建设和研究队伍的壮大：教学、研究活
京会议上建立了中国音乐史学会，为中国近现代音
平台，标志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上海音乐学院的

史教师。后在85、86年中国音乐史学会已经非常庞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员音乐研究所和福建
生。之后，各种相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的会议陆续

  教材和相关资料建设取得迅速发展，1984年汪毓和的《中
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史料的搜索、整理与出版也
现代代音乐史有影响的音乐家全集和作品集的整理出版，和
出版的论文集，包括部分音乐家的传记、年谱编著。

2、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以往受左的政治思想影响，而遭到不公正评价或被
究。如李叔同、萧友梅、黎锦辉、王光祈、黄自、
超、陈田鹤等。对历史的描述更加的真实、全面，具有科



  学科在领域上横向拓展，原本只限于大陆，现
学院已经成立了课题组，港、澳、台相关的音乐史也即

们发现台湾的音乐在20世纪中期的许多歌词及标题
得研究的。其次，从民族上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有所突破，
多、流行音乐也成为了被编写的对象。 

  学科在时间上的纵向拓展：研究扩度从1840-
在1991年出版了《中国现代音乐史纲一一1949-1986
乐一一1949-1989》，李焕之主编的《当代中国音

作品和音乐家传记出版。在1987年，我国开始每一年出版一本《中
后，各大音乐院校也着手于校史的编写。 

  而研究扩度扩展到新世纪的论述则有孙继南的《中

的《20世纪中国音乐》、刘静之的《中国新音乐导论

  有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著名华裔音乐家参

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了147首曲目。

3、伴同学科拓展引发的学术争鸣和思想更新 

  由“新潮音乐”引发的对中国音乐创作的争鸣
运用西方音乐思想和作曲技法创作“新潮音乐”，引

不同意见初见80年代前期1983年谭盾的《风雅颂

艺术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断言他们走

  关于“中西关系”的争鸣：刘靖之认为全盘西化是
政治史。遭到大陆学者的反对。 

  相关“重新音乐史”的争鸣，对汪书左倾的批判，由
呼应。 

  小结：音乐史学的本体意识在音乐史学家心中萌生，
度与广度上有所加深。 

二 、区域史与断代史研究加强的必要性 

  就音乐史而言，它的主要研究方法只能从构成其
史学和音乐学来反向构求。 

1、史学方法总的来说，“是指搜集、整理、运用、分析史料
质，寻求历史发展脉络的方法。 

  历时性是史学的根本性观点。 

2、音乐学的方法总的来说：应当不脱离音乐的实践
向及其主体音乐家的活动等等。 

3、方法论的启示：历史是流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
其音乐审美取向泛化成的作品。 

  模糊的“人民性”的提法抹杀了一定时间时段中的音
史呈现。 

  大一统的观念制约了对不同区域中音乐文化的差
式形成了单一的粗放型研究模式；音乐史学工作者

不足导致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停止不前。 

  每一门学科所需要的知识结构是不相同的，如中
用传统音乐作为素材，用西方作曲理论为手法，因此

  加强区域史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音乐史区域间
统区的音乐是完全不同的。 

  加强断代史研究将对20世纪中国音乐进程中各
和了解。加强断代史有助于对脉络和发展的变化有



三、区域史与断代史研究中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1、建立攻关的历史观念，以及重视区域和断代的本
史环境中来观照和审视研究对象（水与鱼）。 

2、尊重历史人物所作出的时代选择，在研究中要“
化。冼星海只是在巴黎音乐院进修，没有学位，没
巴黎音乐院毕业的。 

3、重视史料（特别是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与鉴别

4、无论研究的对象和运用的方法是宏观或微观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