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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当我捧起以剑桥或者牛津或者哈佛命名的书系进行阅读的时候，总会想到一座有着长期学术积
累的思想城该如何成就的问题。
前辈长者说，一个大学最最重要的不是占地面积和人数规模或者不断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关键是看有
没有一批有卓越建树的教授。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长江后浪推前浪，教师队伍会不断地更替。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一个优质传统安身立命、持续薪传的机制？
尤其对人文学科而言，这座有着学术积累的思想城到底是靠什么奠基并不断有所增高呢？
此刻，我脑子忽然进出了两个不登大雅的动作叙辞：码字坑，糊纸墙⋯⋯　　眼前这本文集，按不精
确统计，约86万字，约700页。
不管怎么说，与此前相比，字坑充实了，纸墙增高了。
40余篇文论，尽管在漫漫学海之中只是那么一些点点滴滴，但毕竟有了不一样的情况和独特的心迹。
　　有感于本系创始人钱仁康先生建立的学科传统：坚持立足音乐基础之上的理论建树。
2005年，我在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持系务不久，就提出建立上音音乐学学统的目标：扎实的
小学基础（知识奠基）、出色的中学能力（理论架构）、崇高的大学精神（思想升华）。
什么是学统？
顾名思义，学统就是独特、连贯、持续有效的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是?度化了的知识传承与传播，是
具有持久活力的思想创造样式，它依托独特的学术教育群体和学者群体或者学术共同体创造。
就此而言，美国学者威廉，詹姆士认为：这种学者群体或者学术共同体，在某种文化谱系的构成性意
义上说，也可以称之为学术部落或者学者俱乐部。
我的理解，它不仅要有独特的学术风格，而且要有独特的理论学派和思想范式，还要有独特的教育体
制和方式。
换言之，就是通过完整连贯的知识谱系、持续活泼的思想创造、健全完备的教育体制，在三者缺一不
可、互为表里的支撑前提下，为强健而连贯的学统提供生存的条件。
就像清华哲学精神，强调学术与思想互补、知识与理论共生；就像哈佛知识谱系，强调知识教育与思
想创造、学术传统与理论繁衍，在其时其地真正形成共生共长、相互补益的良性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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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教师文集（套装上下册）》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写作的的
形式也丰富多彩，它们充分体现了全体教师扎实的学识功底和严谨而开放的学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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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声音生态的“共生圈”　　传统的中国音乐音声发生的临场，在很多时候，有着相对稳定的
表现方式。
如在山水间听琴，桀傲不驯的魏晋“竹林七贤”们、泛舟于江面的雅士陆龟蒙、皮日休等等，听乐的
雅集在文人墨客那儿是个宣泄和释放情感的自南时空境界。
此外，在庭院的曲会，“中秋曲会”，在花园的“听乐奏乐”，在庙宇中的戏曲，在茶楼中的丝竹，
戏台，书场构成乐的声音环境，多重的构成彼此照应，音乐与生态构成的环境成就了中国音乐的整体
文化“共生圈”。
这是有别于当下的“音乐厅”文化或“剧场艺术”，在这个“共生圈”中可以拥有各种不同声音场域
的时空。
　　在中国音乐所有的听乐环境中，整个生态环境的构成有很多种类。
以文人音乐和民俗音乐为例。
新的观演方式的出现和新型音乐表演体系的形成。
自20世纪新音乐产生之后，“音乐会”成为基本的观演场所，观众与表演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
20世纪去音乐厅听音乐，已经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原生态民歌、戏曲、曲艺、器乐都成为了“剧场艺术”。
走进剧场之后，中国音乐中的发生原理、音响原理就脱离了它们原先的生态环境和它们固有的“现场
感”。
这些剧场化的中国音乐，营造了西方化的各声部的叠合。
因而，就忽略了对传统音乐中的一些个性及一些构成生态环境的整体的把握。
如果忽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传统音乐音响的本质、根源需要重新反思，有一种错位。
于是，它就与20世纪的剧场音乐，发生了巨大的、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个区别下，我们传统的音声表
现在奏乐与听乐间就构成了与今天的剧场音乐不同的状态。
　　遥望，作为传递音声信息的场所，庭院演出有其历史的渊源，例如上古时期天子的八佾乐舞，就
是在宫廷大殿前面的庭院里举行。
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第三》）。
汉代以后的宫廷百戏，也常常在殿前庭院里演出。
例如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天举行的一次百戏汇演，“三百里内皆观”（《汉书·武帝纪》）。
虽然没有指明演出的场所，但300里以内的人来观看，只能在广场上进行表演。
表演的场面并非演剧场所，而是贵族的豪华场面和政治的需求。
再如，看戏、听戏是中国人在早些年代里的最大的文化享受。
依稀追忆的戏曲场景，鲁迅在他的《社戏》中写道：“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
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
这时候船走得更快。
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地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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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三十周年教师文集(上下)》由韩锺恩、袁祖华主编，本书涉及的议题非
常广泛，写作的的形式也丰富多彩，它们充分体现了全体教师扎实的学识功底和严谨而开放的学术态
度。
本文集以四个栏目对45篇论文进行了编排，即：一、音乐史学与美学——历史与解读；二、音乐分析
学——方法与实践；三、中国音乐流变——传统与现代；四、音乐文化诗学——音乐与文化。
这样的编排不仅反映了所提交论文论题分布的客观状况，也体现出从学术理路上对这些论文选题和研
究方式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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