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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散见于《论语》中的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以及《乐

记》《吕氏春秋》等音乐学的代表性著作，已经相当详尽地论述了音乐

美的本质、音乐的社会性等诸多问题。此后的《吕氏春秋》《声无哀乐

论》《梦溪笔谈》《溪山琴况》《唱论》《乐府传声》等诸多文人著作都

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律学及创作理论做出了深入论述。谁都无法否

认，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积淀非常深厚，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

至今有着惊人的活力。以歌唱为例，《乐记·师乙篇》关于歌唱的观点至

今依然有效。师乙是一名乐师。这里记载的即是师乙对歌唱的论述，主

要谈是如何运气，其技术要求与今天的声乐教学要求其实非常接近：

故歌者，上如杭，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

端如贯珠[1]。

在宋元时期，歌唱艺术蓬勃发展，歌曲形式和演唱风格更趋多种多

样，这一时期的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也走向了成熟。在沈括的《梦溪笔

谈》中，关于乐曲、乐器、演奏技术、歌唱艺术以及宫调理论，都有详尽

的说明。关于歌唱艺术，他批评当时有些歌者，因为不懂音乐，常常用

悲哀的声调去唱快乐的歌词，或者用快乐的声调去唱哀怨的歌词。他

把这种现象称为“声与音不相谐”[2]。清代的《乐府传声》，则在总结昆

腔演唱经验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了戏曲声乐艺术。他先重申了唐人白居

易的艺术观点，即唱腔应该“声”“情”兼备，以“情”为主。然后他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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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指出，演唱者在扮演“生、旦、丑、净”等

不同角色时，要用自己的唱腔把不同人物

的性格揭示出来，用唱腔把“忠义奸邪、

风流鄙俗、悲欢思慕”区分开来。不仅如

此，《乐府传声》还涉及到了一个与沈括提

到的问题相关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即

汉字作为一种由声母、韵母、声调三者合

成的单音字文字，歌者在演唱的时候，应

该如何咬字和吐字。所有这些问题，至今

都依然有效，都是音乐教学、戏曲教学的

重要内容。

但是当我们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们

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以戏曲艺术为例，虽在中国悠久的戏

曲传统，涵盖了歌唱、舞蹈与器乐演奏几乎

所有的表演艺术形式，其程式化的审美属

性，对继承传统音乐具有天然的优势，但

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到了20世纪初，传统

戏曲已经因为无法有效地表现人们的现实

生活而日渐衰微。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家开

始创作表现新生活的戏剧，民族声乐与民

族器乐的演绎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

此，艺术家的创作既要放在传统中去考量，

也要放在创新的层面上去评估。从艺术传

承的角度而言，创新当然首先指的是对传

统的创新，但同时，又指的是他对别的地区

的艺术的有机的借鉴，包括对西方艺术的

吸收。

在20世纪，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

经历了从引进、借鉴到对话的过程。20世

纪80年代与90年代，受到西方文化影响

的音乐家，创作出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作品，也获得许多国际的演唱、演奏大

奖。如金湘作曲的歌剧《原野》，谭盾作

曲的交响音乐《风雅颂》《鬼戏》以及歌

剧《茶经》，陈其钢作曲的交响音乐《梦

之旅》《源》，瞿小松作曲的交响音乐

《山歌》《山与土风》等等各种类型的作

品。这些令西方作曲界瞩目的作品，无一

例外是运用纯熟的西方作曲技法承载东

方韵味的完美融合，给予西方听众的是

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体验，一种异域风情

的气息。而在歌唱领域，中国歌唱家几乎

拿遍所有国际声乐比赛的金奖。这当然应

该被看作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

广泛认可的标志。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

代中国音乐家与世界的对话也日益深入。

当代中国音乐家，在音乐的本土化、民族

化、风格化等多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

索，在题材选择、主题挖掘、技巧训练、风

格呈现诸方面，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

令人欣喜的成果。这里，我需要提到一个

最近出现的例子。2016年9月，G20峰会在

中国杭州举行。其庆典音乐晚会，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集中地、综合性地展示了中国

艺术家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以及不

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综合能力。这场音乐晚

会集结了中国当代最富盛名的音乐家，声、

光、电与服（装）、化（妆）、道（具）皆是精

心设置，是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音

乐表演艺术的展示。我们欣喜地看到，主

要节目的选择均是中华音乐艺术中的精

粹，是最能够凸显中华传统音乐美学的作

品。演出地点是西湖，这是历代中国文人创

造出来的中国意象的代表之地。音乐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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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居易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

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的诗韵中拉开帷幕。第一曲即是中国十大

古典名曲之一《春江花月夜》，它展示了中

国古典音乐之美。接下来的《采茶舞曲》

是汉族民间音乐的代表作品。随后的《美

丽的爱情故事》，通过中国戏曲、舞蹈、歌

唱等多种形式的融汇，以来自西方的音乐

剧的手法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

奇爱情故事，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第四曲《高山流水》则是中国历史上

最富盛名的古琴曲，以极具中国古典书香

气韵的音乐，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和艺术的精妙，亦向各国来宾表达中国人

民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美好心

愿。作为最富有盛名的中国传统民歌，《茉

莉花》的经典旋律以各种形式演绎在世界

范围内流传，已被世界各地的听众所了解，

已经成为极具代表性与辨识度的东方音乐

符号，而G20峰会音乐晚会的压轴节目《难

忘茉莉花》就改编自《茉莉花》。“遇见你，

月光下遗世独立。爱上你，芬芳中素靥青

衣”，原来典雅的歌词、婉转的旋律，在当

代音乐家精心的演绎中，竟然具备了荡气

回肠、大气磅礴的美学风格，展示的是中

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自信。

 2016年10月9日，中国音乐学院引领中

外众多知名音乐家成立“中国乐派高精尖

创新中心”。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乐派

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作曲家王黎光教授

在成立仪式上如此读解“中国乐派”：中国

乐派即中国音乐学派的简称，是以中国音

乐资源为依托、以中国艺术风格为基调、以

中国作品为体现、以中国音乐家为载体的

音乐学派。王黎光表示，中心致力于中国

音乐的继承、创新与弘扬，旨在融合多方面

优势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文化创

新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构建中国音乐理

论研究、创作、表演的龙头基地，力争在增

强中国音乐文化的引领辐射力上取得重大

成就[3]。在向媒体展示的计划中，中心的工

作方向包括《中国音乐大典》编纂工程、中

国声乐艺术建设、“一带一路”东方音乐研

究和中国音乐对外传播交流四个方向，以

向世界展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多彩风貌。值

得注意的是，成立仪式上首先宣布的中心

特聘教授名单中，包括祖宾·梅塔、多明戈等

世界顶级音乐大师。祖宾·梅塔虽然没有到

场，但通过视频发来祝贺：“中心的建立是

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这一梦想实现的重要里

程碑，它标志着中国音乐发展的新篇章以

及中国音乐全球化传播的开启。”[4]

考察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音乐发展史，

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对本土音乐的整理

与研究、建设与推广，政府很少以战略性

的计划进行推动。显然，这是对习近平总书

记于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的落实。正是这个讲话中，“中华美

学精神”这个重要概念被首次提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

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

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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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

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

发展繁荣起来。”在2015年正式出版的《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学习读本》中，相关论述的表述则为：

“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

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

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

现中华审美风范。”[5]也就是说，“中国乐

派”的提出，是音乐界对“中华美学精神”

一词的积极回应，是对国家文化战略在音

乐界的具体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的“以

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即强调运

用古人总结出来的基本创作准则，开创自

己新颖独特的创作新局面，毫无疑问是对

人类艺术发展史基本规律的总结，当然也

是对音乐美学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这里的

“古人”当然不仅是中国的“古人”，也指

国外的“古人”，即对人类艺术作出杰出贡

献的所有先辈。这既是虚怀若谷，也是自

信从容。学“古人之规矩”，首先意味着兼

收并蓄。

杜甫在《丹青引》中写道：“凌烟功

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画像经过

重新绘制，就会面目一新，只有在前人

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能促进传统的转

化，实现文化的发展。明末清初的哲学

家王夫之在自题画像中也写道“六经责

我开生面”。这里说的“六经”，当然不

仅是指《诗》《书》《礼》《易》《春秋》

和《乐》，而指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

“责”字，实在是意味深长：源远流长的

中国传统文化，其本身即是不断变革的产

物，它同样责成和促使我们，不断创新，去

开创新的局面。也只有这样，我们自身传

统才能被不断地激活，我们才能在全球化

背景下重新塑造出自己新的形象，向世界

展示中华审美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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