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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上海音乐学院建院八十周年之际，编写这样一部论文集，就像把众多的上音人请到一起，展开一场
跨越时空的交谈。
    本卷虽然冠名音乐学理论研究卷，但是谈话的主题以及用意，无疑是中国音乐如何创新的问题。
    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乐东渐，中国新兴音乐事业发韧之初，上音创始人蔡元培先生就提出要引进
西方的乐器、乐谱和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理论相比较，取长补短，改进中国传统音
乐，为世界音乐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几十年之后，沈洽认为只有从音乐所处文化的“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进行观照，才有可能比较
客观地理解和认识对象，把握住对象的本质。
居其宏认为，中西结合的表达方式，已经凝结为亿万民众普遍而现实的审美意识，不会由于某些理论
家们的呼吁而转向传统音乐原生态。
然而，萧梅站在音乐本体论的高度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和欧洲古典音乐 “单个音”的结构、功能、旋律
、润腔、调式感觉等存在绝对差异性。
而汤亚汀则讨论了租界文化对中国音乐现代化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并借此反思中国音乐文化的得
失及如何重构传统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针对音乐界出现了重主义轻体验，重内容轻技术的苗头，贺绿汀院长谆
谆告诫音乐工作者要注意体验生活，苦练技术，鼓励创作一些为人民所喜爱的新歌剧。
焦杰系统地讨论了歌剧综合美的问题。
现任院长杨立青则十分重视技法创新，认为但凡合理的、为真实的表现所必需，并能丰富我们的表现
手法的“创新”终将为历史所接受，并成为新的“审美习惯”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故弄玄虚，而并
无艺术价值的“创新”，自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林华认为，音乐诸表现手段象晶体一样在多维方向上展开的数学关系排列组合，可以使抽象主义的音
乐达到了极致境地。
李小诺说，音乐结构的美,表现在经过作曲家有机组合所形成巧妙精致的音响对人们音乐听知觉产生的
心理感应和认识，音响运动的平衡感在音乐审美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人们生理、心理上的
需要，也是力的运动的普遍原理。
博特乐图通过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提出“曲调框架”的概念，旨在通过歌、曲调框架、曲调三者关联方
式的观察以及口头表演中固定因素与即兴成分之间互动方式的探讨，揭示出口头表演中的口头技法和
音乐建构手法。
    杨燕迪认为，作为一种人文学科，音乐学科应该承担其教育功能，在历史意识的培养、文化意识的
建立、纯化和精炼听众的审美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杨燕宜通过考察德国艺术教育的实际，阐述了审美教育的意义。
黄自先生认为音乐欣赏要同时调动知觉的、情感的、理智的三个因素。
洛秦从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视角将近两百年的音乐文化看作是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回
归自我的过程。
李曦微认为创新要建立在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扎实功底上，走个性化而不是大众化的路子，不能忽视
音乐的社会功能。
赵晓生认为，20世纪音乐在“无中心”这一点上，业已走到极端，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互相情感交
流的扩展，了解的加深，将大大有助于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和谐，更温暖，在全局上回到某种中
心感，形成“新浪漫主义”。
王西麟批判了写作说假话的作品的音乐家，号召音乐家应该保持自己最后清白的底线。
    20世纪初，萧友梅先生奠定了现代形态的中国音乐学学科体系，包括：和声学、对位法、作曲学、
音乐形态学、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组织学、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
20世纪以来，各种方法论纷至沓来。
钱仁康先生强调了音乐艺术的独特性，反对把造型艺术或语言艺术的规律，生搬硬套到音乐上来。
陆华柏则说明了非标题性音乐的内容和思想感情不一定能用语言文字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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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纯之先生认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是一种比较宏观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扩大眼界，打开思路
。
蒋一民介绍了维特根斯坦、韦茨、马格利斯、柯克、迈耶尔、理查兹、奥格登、丽萨等人的分析哲学
，认为分析美学对音乐美学研究有促进作用。
韩锺恩提出“意向存在的先验实事”和“声音经验的先验表述”两个命题，对音乐形而上意义作了合
式地探讨，提出三个表述：声音概念的历史叙述；声音历史的经验描述；声音经验的先验表述。
杨赛在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论纲中，提出要重构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言说系统，与西方音乐美学理
论体系相参照。
    文章千古事，这场进行了80年的校友聚谈，却没有留下太多岁月的痕迹，二十世纪国乐思想走过了
一段漫长的“U”字之路，以中西结合始，以中西参照终。
中国在变，世界在变，音乐在变，大家的目标却始终没有改变：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走向心灵深处
，走到民众的中间，走出民族的骄傲！
共同的目标把这些不同的声音聚集在一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套用青主的话说，上音人都把音乐当成一种无穷无尽的艺术
，耳朵聪敏起来，情感活泼起来，朝着更加美善的人生，朝着真理的本来面目，让整个的精神生活，
得到一个尽真、尽善、尽美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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