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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4月1－2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办的“思想～行

为：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概念与方法第一次研讨会”在上海教育会堂召开，这

是继2005年11月 “内蒙古草原音乐文化研讨会”、2005年12月“朝鲜族

音乐文化研讨会”、2006年3月30日“城市音乐人类学论坛：世博会与音乐

艺术发展研讨会”之后，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举办的第四次会议。会议由来自

香港中文大学的著名民族音乐学教授曹本冶主持，参加会议的专家有上海音乐

学院萧梅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星海音乐学院周凯模教授、天津音

乐学院方建军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博士生杨晓等。 

      历时两天的会议，主要从“思想～行为”的角度对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与

方法的架构做了探讨，以上述六位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小组计划在三年内完成一

部关于仪式音乐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著作，这也是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近年的项目之一。 

  
一、缘起  

      关于对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架构的缘起，曹本冶教授提到，中

国多年的传统音乐研究，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或称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之

中，多数是盲目套用西方的音乐理论和方法，但却并没有充分考虑它们是否能

覆盖和适用于所有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套用源自为解决研究“非我”为目标

的西方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音乐文化，不一定能普遍适用于本土学者对自

身文化寻根的探究，因此，探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知，用学术的取向通过实

践寻找适用于中国本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是本土学者在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

缘起、属性、理论架构和方法有充分认识后必然的学术追寻。 

  
二、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框架  

      曹本冶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关于仪式音乐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本框架。整个

框架均以“思想～行为”为核心，分别以“思想～行为与民族音乐学”、“思

想与行为：国际学术界对仪式学的研究”、“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概念与方

法”三个部分展开。 

就“思想～行为”关系的解释，曹本冶教授认为，无论社会科学领域抑或人文

科学领域，人们对人类文化的研究所探寻的根本实质都是通过解析人类的“思

想”和“行为”及“思想～行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获得的。作为一个研

究人类音乐文化的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定位，无论是把口号叫成“把音乐

作为文化来研究”（Merriam 1964），或“把音乐放在其文化环境中来研

究”（Hood 1971, 1982），其理论依据其实都很简单，即是把音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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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过程和产物，把思想作为行为过程和产物的深层动力，而它们之间的联

系和互动关系，便是理解音乐在其文化生态环境中意义和内涵的关键。 

有几个概念是曹本冶教授重点提到的。首先是“远经验－近经验”，即认为

Hood所谓“双重音乐感”培养的音乐实践能力并不能等同于局内演奏者在其

本身文化环境之中的长时期实践，只能算作一种“远经验”，而民族音乐学对

实地考察的着重，显然不是纯粹因为这是收集有关被研究者的资料的主要途

径，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研究者在实境的视察和体会，才能与局内观取得

“近经验”的共鸣和认知。 

其次是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的认知。民族音乐学对与音乐有关的

“思想～行为”的探知，其涉及层面除了研究对象（被研究者）的“思想～行

为”这一方面，研究者对其本身“思想～行为”的认知，也应该是关键。研究

者与被研究者，两者之间的地位和关系，一个是主动者，另一个是被动者，处

不平等状态，  

      两者各自的“思想～行为”更不见得吻合，研究者如何能够真实地解析、

解释或理解被研究者的“思想～行为”，及使此认知对被研究者有所意义和贡

献，不但是民族音乐学，也是所有社会人文学科所面对的挑战。 

      关于Timothy Rice之“重整”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模式曹本冶教授做了扩

充说明。Rice把“音乐、行为、概念”的分析，配合“历史构成”、“社会维

护”、“个人创造与经验体会”三方面的考虑，来理解音乐的“构成过程”。 

曹本冶教授认为：“历史建构”涉及的是音乐文化在时间、空间之中的传播；

而“社会维护”和“个人创造与经验体会”，则实质上关及到个人和群体的互

动。理解音乐的“构成过程”，研究者必须把“构成过程”的层次提升至对

“结构规法”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应该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音乐文

化与音乐文化之间的宏观性比较研究中获得。 

      最后关于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架构，曹本冶教授认为中国文化认同

的一个主要的标记是“信仰体系”，信仰体系由属“思想”范畴的“信仰”和

属“行为”范畴的“仪式”组成。他提出的“信仰－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

声”三元整体理论架构，以及“近－远”、“内－外”、“定－活”三对两极

变量思维方法，主旨是从仪式中的音声切入，去剖析和理解音声作为仪式行为

的一个有机因素，在“信仰体系”内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音声”的概念包

括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和听不到的音声。信仰、仪式和音声是三合一不可分

割的整体，仪式和仪式中的音声是行为过程和产物，信仰是行为过程和产物的

核心动力。在“信仰－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的理论框架下，“近－

远”、“内－外”、“定－活”这三个基本的两极变量可以作为方法学层面的

思维方法来解析和理解仪式音乐。 

  
三、框架解读  

      接曹本冶教授的发言，周凯模就曹本冶教授提出的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与

方法架构用“宏观理解与微观理解”两个方面做了精细地解读，其中宏观的方

面涉及了思维、认识与实践的角度；微观方面涉及“思想～行为”研究的研究

身份、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方面。杨晓以“文献拓展”为题，提出了“中文

文献”中与仪式音乐相关的古籍材料和已有的研究经验；以及“英语学术界”

的仪式与仪式音乐研究的一百年左右的知识谱系做出归纳的拓展方向；并就

中、外仪式学、人类学、音乐学的一些研究，提出了对理论框架充实的一些想

法。萧梅从“身体视角”研究音声的可行性为理论框架作了引申，其中就曹本

冶教授提出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思想行为互向关系”、“音声声谱”概念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并讨论了身体作为信仰场域（仪式）研究的核

心；身体在思想～行为研究中的合法性等问题。杨民康就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

论的属性，如常规方法论、文化哲学观以及仪式音乐研究中广义、狭义的方法

学问题作了学科梳理。方建军则为课题的实际操作，尤其是针对学科理论术语

查新、文献作业以及研究的共、历时关系作了补充。 

  
四、结语  

      此次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概念与方法研讨会在学者们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

束。可以说，两天的会议，学者们对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架构达成

了基本共识，并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的具体方案。这部未来的仪式音乐研究著作

将以集体合作的方式完成，但由于地理的限制，在成书的三年中预计只能每年

召开两次这样集中的研讨会，其它时间学者们将分头思考，完成各自的部分。



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e-mail等网络及电子手段互相沟通，而这部分对话将来

则会作为成书的附录发表。这种全新的合作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学术合作的“新

意”——集体创作、网络沟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E研究院“E”的特点——

Electronic、Email、Efficiency。 

      以“思想～行为”为主线的仪式音乐研究框架已初具规模，我们将会继续

关注其进展，并期待建立于中国本土之上的传统仪式音乐理论与方法研究框架

早日呈现在学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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