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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祖荫五声性调式和声理论及其意义

马学文

内容提要：  樊祖荫五声性调式和声理论，作为中国作曲技法理论领域一个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和丰富学术

内涵的话语体系，以中国传统音乐形态、中国古代音乐理论、西方作曲技法理论为学理来源，得

益于樊祖荫联通音乐创作和理论、从个案到整体、思辨的学术路径，呈现出独特的技术特征和

理论特色，具有构建体系性认识框架、创立实践性研究模式、建立中国性话语体系等多方面的

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 键 词：樊祖荫；五声性调式和声；学理来源；特色；意义

中图分类号：J6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20）04—0050—11

DOI：10.19359/j.cn31—1004/j.2020.04.005

সผ႒⮰̬㝘࣋⤲喏Б͙⣜ᑿЏ音乐݇҈

͙⮰সผ䓼⩔̺݇䕌ͦͧ㺭ⵀ⾢ᄥ䆍喏Ϻ͙

δБ៩䆍喏ᕧ㏿㻰ᒷȠąřЂ䔄ᑦ䄯喏πผᕓ䄯

ᐻসผ⮰ⵀ⾢ᄥ䆍Ą䮐β͙⣜ᑿЏ音乐҈

৭ͷโ喏䔄Ꮐ䄑࠱᠘ь㐋ๆผ䘔音乐喏Ꭲ࣮

㔯โ̺πผ䄯ᐻⰤڟ⮰音乐҈৭ąŚȠ᭪

♢喏䔅䛸ڟκڢⵀ⾢ᄥ䆍⮰⩸喏䬼ᬺβ

πผᕓ䄯ᐻসผ⤲䃦̺͙ь㐋音乐ȟ͙ 

⣜ᑿЏ音乐ȟ㺫音乐݇҈ͷ䬠⮰ڟ㈧Ƞ

㔱䃐ͦ喏ἶ⺂㢗πผᕓ䄯ᐻসผ⤲䃦҈͙ͦ

҈ᰞឬ∁⤲䃦䶲ഋ̬͖ڣᰵ͙➥㞞⮰

䄉䄙ѿ㈧喏ڢ႒术ڱ⋡͜ჸ喏ͦ ₐ᱘᪳䛹◥

ᣎ䃔πผᕓ䄯ᐻসผ⤲䃦⮰႒⤲Ბ⎼ȟ႒术

䌛ᒰȟឬ术➥ᒭȟ⤲䃦➥㞞ȟ䌡ᘻ͵স⤲䃦 
ᘻ͵Ƞ

作者简介：马学文（1981 ～ ），男，博士，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杭州 311121）。

项目来源：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理论学理来源及发展脉络研究”阶段性成

果，项目批准号：20BD052
收稿日期：2020—02—15



2020年第 4期 音乐艺术ἶ⺂㢗πผᕓ䄯ᐻসผ⤲䃦ࣶڢᘻ͵

51

中
国
音
乐
理
论
话
语
体
系
建
设

一、 学理来源和学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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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Ꮋᬢᠳܦ喏Ą䓽π年Ბসผͷ㠯ఠጞ๓ߌ

ផٱ喏♢ᮚ䕆সผ᪅Β䘩̹⊵ࣶर≪

সผ喏ࡺ࢟ᵨ喋Wanger喌䓼⩔ͷΉসᑒࣶࡶ

音সผ∁喏ϒ̹݃ڑććąŝ䔅㶔䓪ܦᄥস

ผ႒⮰ᑁ䔇喏䮐ь㐋ឬ∁โ喏䔄㺭ڟ∔㺫䓽

⣜Џ⮰҈ᰞឬ∁ȠϺ䔅χ̹䯪ⰷܦ喏͙

̿͆音乐ࣽᆁ݉期喏সผ⮰ᣎ㉎ӫᬺβڢ

ऽ喏ᬎ㺭䔊ᣑ͙ь㐋音乐ȟ႒Ό㺫ь

㐋সผ႒喏㔸̀䔄㺭႒Ό㺫⣜Џ音乐ឬ∁

⤲䃦Ƞ⮪҅年Ბ喏ڣѿ⮰ឬ术স∁̶ᰵ

̹݇喏Ѳ䔅͖ᕧ⮰ऽࢠ⇍ᰵࣽ⩋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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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䌛Ƞ

（一） 学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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ᔭȟ͙ ऐЏ音乐⤲䃦ȟ㺫҈ᰞឬ∁⤲䃦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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ᎿȠą12ἶ⺂㢗᭛䕆䓳䄯ᴑ喏⌝ڑᣎ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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䬠音ą⮰ܦᑦ䄯ڢ音䭢ᢾ͙݃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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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ᢋѐͧࡂ᪳ڢѿᕓ⮰ݹ̷䔇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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ᘻ䃲ȠЂ䃐ͦ喏πผᕓ䄯ᐻসผ̹सκ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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সผ᭛ᐦ⿷͙πผᕓ䄯ᐻ⮰ദͷ̶喏

㔸䲊㺫᪅ц䄯ᐻ喏Ѳসผ∁̶喏θ㔱ᰵ

छՋ䞠⮰ξ䕆ͷะ喏Ąπผᕓą݅ ᭛͙ь㐋

音乐ᰬ䛹㺭⮰ᒎᔭ➥ᒭȠ͙᭛̬͖ๆℽ

⮰ტ喏ڢ音乐ᒎᔭ᭛͜ჸๆᵣ⮰喏ຮ

̬㺭Ϻᒎᔭ̶㐅δ̬͖Ắ᠘喏䗏ᅝ᭛πผ

ᕓȠπผᕓ̹ϱ᭛音乐䌡⮰ᕧ㏿喏ऐЏ

音乐⤲䃦᭛ᑦ䄯πผᕓ⮰ᵤᓯѹȠఌ

ͦຮₐ喏ἶ⺂㢗䛳⩔Ąπผᕓ䄯ᐻসผą䔅͖

ह䃹喏㔸⇍ᰵҫ⩔䒯ͦと㐋⮰ĄℽসผąȠ

㔸Ą͙ą䔅͖䭼݅᭛㔯㭽ڢ⩸͂ݜЂ

ႄπผ䄯ᐻ喏Ѳ͙䓼⩔πผ䄯ᐻࡦ

ᬢ݅ᰵ㜖䏗⠘➥⮰∁喏πผᕓ̯ผ䄯ᐻ

͙ᰠᰵĄθऄͷ音ą⮰⠘➥ߋ⩔Ƞᕧͷ喏⩔

Ą͙πผᕓ䄯ᐻসผąं Џᬎᰵ⮰Ąℽস

ผą喏ᅝ㶔ᬺἶ⺂㢗ᄥ㺫҈ᰞឬ∁⤲䃦⮰ᣑ

ः᭛ᰵ䔵᠕স䭼⮰Ƞᄥκ㺫҈ᰞ⤲䃦⮰

।㏟喏ᰬ ݉⮰ᐻ᭛ᩥ㞛喏℀ຮ喏ἶ⺂㢗ឫ㐓

䒴ะ⤲̵Ꮢ㏿Ჰ⮰সผ∁喏Бԉᠭসᑒݹ

⮰̵Ꮢ㏿Ჰ㔸Ⱝ⪑̵সᑒ⮰̵音喏ᝂ⩔π͖

ผᰫЏĄθऄͷ音ą⮰音㏓喏ᝂ්⌧䭰ߌ音

⮰সᑒふ∁喏БⅮᓃπผᐻসᑒ㏿Ჰ喏ผ

䘔䔇㵸̶喏□≧䓼⩔ᄻ̵Ꮢ䬠音Бѿ⣜πผ

䄯ᐻ➥◥Ƞₐโ䔄ᅝ̹सπผ䄯ᐻ⮰স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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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ᐻܦᵴȠ⩝ₐछ㻭喏ᅩネᬕ期সผ⮰

ദ᱘ᵲ᳢Ბ㜖㺫喏Ѳ͙҈ᰞტস⤲䃦ტ

ֆβ䃤ๆ⮰ᩥ㞛Ƞڢ⁍䔄ᰵՋ䞠⮰∁Ƞຮ

䄠ᩥ㞛ᐦ⿷㺫সผ⤲䃦ദ̶喏⩔Ⱝ

⪑ȟᰫЏȟ් ᐻⅮᓃ͙䷺ᵨ喏䗏ʹՋ⮰ߌ

䞠݅खंڢᕉ㐠∁喏ڣѿڱქ̶݅᭛Ⴘ

सȠຮἶ⺂㢗πผᕓ䄯ᐻসผ͙⮰ูऴ̹ڔ

㏿Ჰসผ∁࢟Ბ㜖Ջ䞠喏ู ऴসᑒ᭛̹स

⮰সᑒֆ㏡ऽ㏿ऴᲰ喏ڣѿ∁̶喏⾭ܦ

βఇπᏒڟ㈧সᑒ⮰ูऴふ㘩๋ᆁ͙

সผ∁Ƞูऴ䄯ᐻ݅᭛䄯ᐻসผ➥ᰵ⮰

∁喏侘ᕉ㖖⮰䃤ๆ҈৭䘩⩔ݜβูऴ䄯ᕓ

∁Ƞڹ⁍᭛݇࣋Ƞ݇࣋ᅝ᭛䓼⩔㺫স

ผᝬ⇍ᰵ⮰সผ∁喏ຮπผ㏡ऴ⮰সผ

∁Ƞ㺫সผᅩネᰵ㏡ὖ̬ѿ⮰➥◥喏᭛̬

Ąᒷ̺সผξͦӉႄТą15⮰ڟ㈧喏Ѳ

πผ㏡ऴ᭛ࡂὖͦ㏡喏Ąាὖऽ⮰䄯ᐻ音݃ȟ

ᒷ音䄯δБ㏡ऽ⮰㏿ऴ喏ҫͷᲰসผᒎ

ᔭą16喏䔅∁ᅝ᭛̬݇࣋Ƞᕧͷ喏πผ

ᕓ䄯ᐻসผ⮰႒⤲Ბ⎼ͷ̵ͦ࢟㺫҈ᰞឬ

∁⤲䃦喏Ѳ͙҈ᰞტȟ⤲䃦ტᎢ᱖Ⱐᣑᥘ⩔

㺫҈ᰞឬ∁⤲䃦喏㔸䛳ंᩥ㞛ȟՋ䞠ȟ݇࣋

ふᐻ喏Бԉᠭ͙᪳ͧࡂѿᕓȠ

（二） 学术路径

ἶ⺂㢗⮰႒术䌛ᒰ᭛⠘➥⮰Ƞ䔅仂ٴ

᭛ᰵⱬ̺у̹स⮰႒术㏻ࢲ喏ڢ႒术䶲ഋ⮰

䒘ऽܲᰵݕκڢπผᕓ䄯ᐻসผ⤲䃦⮰ᐦ

ᲰȠ仂ٴ喏Ϻ҈ᰞ҈ݜᰞ⤲䃦Ƞἶ⺂㢗1956
年㔯̶ڑ⊣音乐႒䮎䭰ᆊ͙႒҈ᰞ̿͆喏ڑ

႒ऺᅝ䱞㻾喏ࣽ 㶔β̹ᄽ⮰音乐҈৭喏䔄

ᰵ䘔ܲ҈৭Бࢁ㵸᱘ܦ❴ࣽ㵸Ƞ 17ڢः͆κ

ᖕጴ叺㠝⊣⮰㐨ऴ᪅႒ҫЂः⯶ࡖ≱喏Ꭲ

̷β㺫๓ᄻ䄯ߋ㘩সผ̺πผᕓ䄯ᐻসผ

Ꭲ㵸⮰সผദȠᣑⱬ喏Ϻ҈ᰞ⤲䃦ݜℽ⁸

ⵀ⾢喏ἶ⺂㢗Ϻ҈ᰞস҈ᰞ⤲䃦᪅႒䒘ऽℽ

⁸⮰ⵀ⾢᭛ദκ᪅႒͙ࣽ⣜⮰̬͖䬚䷄Ƞ

ᑿᬢ҈ᰞ㈧⮰সผ႒᪅႒ദ᱘ख⊵ࣶБ⁓≞

͙ͦᓯ⮰๓ᄻ䄯ߋ㘩সผ喏⇍ᰵ̺͙音乐

䭱Ⱔ㏿ऴ喏⇍ᰵ⋡᠘䓽⣜Џ音乐⮰ڱქȠ

ͦβᑑ㶑䔅͖̹䋟喏Ђᐬݢऽь㐋সผ

႒͐〛ផᆁ⮰ⵀ⾢䃍ܾ喝̬ ᭛䔩⏛ȟᄧឪ

সผ⮰⎼喞̬ ᭛䲎ऽ20͂㏖⮰䓽⣜Џ音

乐ȠЂ䄠喏ຮᘟϺᵥ᱘̶ѿ⣜ๆผ䘔

音乐䷺ᵨ➥ᒭ喏ϱϱ䊜㺫∷সผĄℽࡂą᭛

๋̹⮰喏䔄䰬㺭̷߇⅀ᦤ⌱͙ጞႄ⮰ь

㐋ๆผ䘔音乐Ƞ 18κ᭛喏Ϻ20͂㏖80年Џ喏ἶ

⺂㢗̿∔κ͙ℽ䬠ๆผ䘔音乐喏Б期䕆䓳

ⵀ⾢͙ь㐋音乐Ბᣔ͙ߔᑿЏ音乐⮰ࣽ

ᆁȠڹᣑ̷ࣧ喏Ϻь㐋音乐ⵀ⾢ݜπผᕓ䄯

ᐻসผȠ㔱㏴䃐ͦ喏ἶ⺂㢗ᄥь㐋⮰ڟ

∔ᬔᑿ̷喏ᰬ ㏴䘩κЂࣽᆁ͙ᑿЏ音

乐⮰႒术៝䉋Ƞఌₐ喏Ђᄥь㐋音乐ᒎᔭ⮰

ⵀ⾢ᰬ㏴䘩䒘ࡂβᑿЏ҈ᰞឬ术⤲

䃦Ƞκ᭛Ϻȧڟκπผᕓ䄯ᐻ⮰䔈ڟ㈧䒘䄯

সผะ⤲Ȩ喋1988喌ᐬ喏ἶ⺂㢗ࣽ㶔̬ڢࣶ

㈧݃ڟκ͙πผᕓ䄯ᐻসผ⮰䃦᪳喏ᰬ ㏴

ᒎ̿㦃ȧ͙πผᕓ䄯ᐻসผ⮰⤲䃦̺

∁ȨȠₐโ喏ἶ⺂㢗䔄ᄲπผᕓ䄯ᐻসผ⤲䃦

সឬ∁䔇㵸音乐݇҈喏ຮȧᄻ㟝吿ÿℽ⁸

٫】䧎⥠ᄻᰞ61仂Ȩসȧ٫】䧎⥠ᄻᰞÿ

͙रℽℽ⁸56仂Ȩ͐ ᱘䧎⥠ᰞ䯲喏ᅝѿ

⣜ܦЂ⮰πผᕓ䄯ᐻসผ⤲䃦Ƞ̹ϱຮₐ喏

Ђ䔄࣮̺䲊䖃᪳ࡂԉ័喏Ꭲܦ❴ȧᄽ

ℽ音乐䉰⎼⮰ԉ័̺ᐬࣽⵀ⾢Ȩ̬ 㦃Ƞ̹

䯪ࣽ⣜喏䔅χ႒术䒘ऽস音乐䌡喏䘩ܲᰵ

πผᕓ䄯ᐻসผ⤲䃦⮰ᲰᐦȠڢκݕ

स⮰႒术ᕉ䌛喏䔅̹ڢ喏ἶ⺂㢗ᰵ⁍ڢ

ᅝ᭛Ą͖ᵴܲÿ᪠ѿⵀ⾢ÿᕉ䓔䔩䬚ąȠ

喋1喌 ℽ䬠ๆผ音乐ⵀ⾢͙⮰Ϻ͖ᵴݜ᪠ѿȠ

Ϻ20͂㏖80年Џ݉ᐬ喏ἶ⺂㢗ᰬڟٴ∔Ꭻ

㺫ℽ䬠ऴ喏Ꭲᅝڢ䄯ࣽᆁȟসผ音⼷➥◥ȟ

ๆผ音乐ᒎᔭ䔇㵸β㏲㜠⮰ⵀ⾢喏सᬢ䔄ڟ

∔⪞ℽ⁸ȟӃ๓⁸ȟЗҘℽ⁸ȟℇࢃ

ℽ⁸ȟ㏟㺫ℽ䬠ऴȟִ ⮰ๆผ䘔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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⁸Ƞ᭛䔅χࡦഋᕓ͖ᵴⵀ⾢⮰ദ̶喏

ᄲ̹सℽ⮰ℽ䬠音乐䔇㵸ᄥ℀ⵀ⾢Ƞ䄤

ຮȧጯӉȟบๆผ䘔ℽ⁸ͷ℀䒯ⵀ⾢Ȩ

喋1987喌ᅝ᭛䔅℀䒯ⵀ⾢⮰ڤಷȠ㏻䓳Ą℀

䒯ą䔅̬͙䬠⣛㞮喏ἶ⺂㢗Ϻ͖ᵴⵀ⾢䒘ऽ

᪠ѿⵀ⾢喏䔅ᅝ᭛Ϻ20͂㏖80年Џ᱗ᐬ⮰

ᄥ͙ℽ䬠ๆผ音乐䔇㵸ᒎᔭ➥ᒭ̶⮰Ắ

᠘Ƞҷຮ喏ȧๆผ䘔ℽ⁸⮰সผ➥◥Ȩ喋1988喌
ᅝ᭛ᰬຩ⮰ҷၼȠₐโ喏Ђ䔄ᣎ䃔βๆผ䘔

ℽ⁸⮰ܲጯ̺≭ьБࣶๆผ䘔音乐⮰㞮㞮

៹ᒎᐻȟ⑀ᒎᐻ̺⑀∁ȟ䄯ࣽᆁ∁ȟ

㏳ѿᒎᐻȠₐദ̶喏1991年㏿䯲ܦ❴β

ȧ͙ๆผ䘔ℽ⁸Ắ䃦ȨȠ䔅Ϻ͖ᵴݜ᪠ѿ

⮰႒术ᕉ䌛सᵣѿ⣜ڢπผᕓ䄯ᐻসผ

⤲䃦⮰Ჰᐦͷ͙Ƞ℀ຮ喏ȧ͙πผᕓ䄯ᐻস

ผ⮰⤲䃦̺∁Ȩ̬ 㦃喏ᬌ⪽᭛Ϻ͖ᵴⵀ

᪠ѿⵀ⾢⮰㏿Ƞ喋2喌 Ϻ͙ℽ䬠ๆผݜ⾢

⣜ᑿЏ音乐݇҈⮰℀䒯ⵀ⾢喏䔅᭛̬ݜ

Ϻ͖ᵴݜ᪠ѿ⮰ᕉ䌛ȠϺℽ䬠ๆผ音乐⮰͖

ᵴⵀ⾢͙喏ἶ⺂㢗ࣽ⣜ℽ䬠音乐͙⮰χᒎ

ᔭ➥ᒭ̺㺫音乐ႄڝᕓ喏⩝ₐӫ䒘ऽβ

͙㺫音乐℀䒯ⵀ⾢Ƞҷຮ喏ȧ䓽⣜Џসผ͙⮰

㵸䔇㵸Ȩ喋1985喌Ϻ㺫9͂㏖⮰ຑᅀۈߌ

⮰㵸ఇȟπᏒ䔇㵸̬Ⱐⵀ⾢20͂ݜ㏖⮰ϐ

৹乐喏♢ऺڹϺ͙ℽ䬠ๆผ䃦ࣶᑿЏ音乐

݇҈Ƞ᪳「ᰬऺ䄠喝ĄБͦ喏Ⴏ̺ڢЂ䓽⣜

Џ音乐ឬ∁̬ᵣ喏ख㺭㘩̺Иℽ⮰Ⴭ㒺

㻮◥ȟ⁏䉻Όᘛসᒷ音䄯➥◥Ⱔ㏿ऴ喏Ϻ音

乐ڱქসൽ䕌音乐ᒎ䆍⮰䰬㺭ࣽܦ喏।ᩢȟᣎ

㉎স݇䕌र㵸䔇㵸∁喏㔸ᥴᐯ㏛Ϻ

ᒎᐻࣽܦ⮰Ჭ〛ֆ∁喏䗏ʹ喏㵸䔇㵸҈̬ͦ

সผᕉ㐠̺ڣѿ⮰ឬ∁喏᭛ըᓃИ႒Όȟ

Ջ䞠㔸㘩ᰠຩͦᝬ⩔⮰Ƞą19Ϻ䔅䛸ᅝ̹

䯪ⰷܦ喏ᄥ͈㺫ڝᕓ⮰℀䒯ᰬ㏴⮰㥩㙆◥Ϲ

♢᭛͙ᑿЏ音乐݇҈Ƞ䔅℀䒯ⵀ⾢ࣶڢ

ᘻపȧℽ䬠ๆผ̺㺫䓽⣜Џ音乐Ȩ

喋1987喌ȧ䃦ȥ⪖䩏吿Ȧ͙ ⮰㞮ȟ音㞞Ꮋ݃

̺ᑿЏ音乐݇҈⮰ڟ㈧Ȩ喋1987喌͙ᰠͦᬺ

᭪Ƞ喋3喌 Ϻᒎᔭⵀ⾢ݜᕉ䓔䔩䬚Ƞἶ⺂㢗㮩

♢ᑦ䄯喏ᒎᔭⵀ⾢᭛ᵥ᱘喏Ѳᒎᔭⵀ⾢ࣴख᭛

̬͖䊣◥喏䔄ᓱ䶧ᄥᒎᔭࣶڢⵀ⾢䔇㵸̬

ᕉ䓔ᐻ⮰䔩䬚Ƞ℀ຮ喏Ą䔅音乐᭛ຮҁϓ⩋

⮰喢ąĄڢ音乐ᒎᐻͦϬʹ᭛䔅ᵣ⮰喢ąκ᭛喏

ἶ⺂㢗䘩ᐬ䔩䬚音乐ᒎᔭ⮰䄙㼬ȟჍ㒺ȟ㜖

♢⣛දふ音乐ᒎᔭ⮰⩋㗸ᮛȠ᭛ᄥ

͙㺫音乐㏿Ჰ̶⮰ጚᐮࣶ࣋ڢఌ⮰䔩䬚͙喏

ἶ⺂㢗Ắ᠘ܦĄস㔸̹सą̺ Ą̹स㔸

সą͐ ͖ẮᔡȠᒴ᭪♢喏䔅႒术ᕉ䌛স̶

䔜႒术㏻ࢲ喏Ჰβἶ⺂㢗⠘➥⮰႒术䌛ᒰȠ

䔅႒术䌛ᒰᬌ⪽ᅝ᭛ڢπผᕓ䄯ᐻসผ⤲

䃦⮰႒术㗸ᮛȠ

二、 技法特征与理论特色

（一） 技法特征

ἶ⺂㢗ᄥπผᕓ䄯ᐻসผ⮰ឬ术➥ᒭ仂

⤲সผᕉ㐠喏Ђ⮰πผᕓ䄯ᐻসผڢκٴ

䃦᭛ᐦ⿷͙ь㐋ๆผ䘔音乐ᒎᔭ⮰ദ

̶喏䔅䭱̶ႄ̬͖䯪Бᄲθ㔱ऴ⮰䬚

䷄Ƞ႒㔱㘩๋ⵀ⾢সᑾ㏟ᕧ㏿ܦๆผ䘔音乐

ᒎᔭ⮰➥ᒭ喏Ѳ䔅̺ᑿЏ音乐݇҈⤲䃦ᔺᵣ

㘩⣜⇋䕆সᄥᣑ喢℁》ь㐋音乐⮰⩋ႄ

⾦䬠সࢲञ䄙ද̺ᑿЏ音乐䘩ႄ̹सȠᩱ

ႯИͷ䬠䔇㵸㖀䕆ख㘩᭛̬ᰠߌ⌝ᅮ⁍

সڱ⮰㖀䕆Ƞἶ⺂㢗ᰪᠳܦ喏Ą͙ь㐋ๆ

ผ䘔音乐ᰬ䛹㺭⮰Ჰᐦস㶔⣜ᐻͧ㺭ᰵ͐

͖䲎喝̬ ᭛倄Ꮢ䛹㻲ᒷ⮰㶔⣜҈⩔喏ѿ

⣜ܦБὖऽ㏫ᕓ䔇㵸ͦͧ⮰ᕉ㐠ᐻ喞θ᭛

音乐⮰Ჰ̺ࣽᆁ̶ܲٱ䓼⩔ऄ∁喏

̹ϱᄲႯὖऽ̶҈ͦᒷࣽᆁ⮰ͧ㺭

⃡ȟᰞѿᲰ̶҈ͦᰬ䛹㺭⮰㏿Ჰ݅࣋喏㔸

̀㏡ऽ̶ॴ⣜ͦरผ䘔ๆ⩝स̬ᒷ⮰

ऄѿऌऴᲰ⮰ᒎᔭȠą20䔅̬⃡᪳ႃ᭛ᄥ͙

ь㐋ๆผ䘔音乐⮰ᕉ㐠➥ᒭ⮰ᕧ㏿Ƞͷݹ

Иᘟ䆍͙䃐ͦ喏音乐⮰ࣽᆁ䃤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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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䔊㐙ᕓ喏Ѳ⤲䃦̶Ꮐຮҁᤙ䔅͖䓳⼷

喢ἶ⺂㢗⮰䔅͖㏿䃦喏ᅝ⌝ݧᤙβ̬͖

䕿⤲喝音乐̹ϱॴ⣜ͦБὖऽᒷ䔇㵸ͦͧ

⮰ऄᐻ喏㔸̀ᒷ͙⮰音㏓䔄ᰵ̬㏡

ऽ㏿ऴ⮰छ㘩喏䔅ᅝͦπผᕓ䄯ᐻসผ⤲䃦

⮰ᲰᐦӇβദȠᄥκ䔅͖ឬ术䯪◥喏݄

Ꮳࡺᰪἶ⺂㢗⮰䔅̬㏿䃦̶䔇̬ₑⵀ⾢ᠳ

喏20͂㏖͙ᬕ期⮰音乐݇҈͙喏䘩㘩ܦ

ᙋःݜℽ䬠音乐⩆㜟ℽ䬠ऄ⮰ๆผᕉ㐠ᄥ

҈ᰞტϓ⩋⮰ᒝ৹ȠĄ҈ᰞტᰵᘻ䃲Ϻℽ䬠

音乐⮰ᕉ㐠➥ᒭ͙।ंڧ᫅喏ѿ⣜͙ܦ҈

ᰞტᬕ期݇҈͙⮰ะ⤲➥◥喝ऄܲऴ∔䛹

∁䷺ᵨ⮰ࡻ䄯喞音倄ڟ㈧ᖖႴ䄯ᐻ音݃⮰

̬㜠喞㏡ऽস音ࣽᡑ㜖♢音⼷⮰➥㞞喞ऑᅪ

रผ䘔㖆ऽसᏒ音⮰䯲͙ą21Ƞ䔅͖㏿䃦

᭛Ϻἶ⺂㢗ᝬᕧ㏿ܦ⮰ℽ䬠ๆผ音乐সผᕉ

㐠➥ᒭࣽܦ⮰喏♢ऺ䔅͖ᕉ㐠➥ᒭ⮰ᑁ䶲

̷ࣧࣽᣄ͙ᬕ期̿͆҈ᰞტ݇҈͙⮰Ꮐ

⩔Ƞ䃐ͦ喏݄ Ꮳࡺ⮰ⵀ⾢҈ᣔߔβь㐋

ๆผ音乐ᕉ㐠̺⣜ᑿЏ音乐݇҈ͷ䬠⮰ឬ术

ᕓڟ㖀ᕉ㔯Ƞ䔅ຩ䄠ᬺἶ⺂㢗πผᕓ䄯

ᐻসผᕉ㐠᭛Ϻ͙ь㐋音乐ᰬᵤᓯ⮰➥

ᒭࣽܦ喏㔸̹ϱϱ᭛ᄥ㺫҈ᰞឬ术⤲䃦⮰ 
ᩥ㞛Ƞ

πผᕓ䄯ᐻসผ⮰ឬ术➥ᒭ䔄κڢস

ผ䕧䒽Ƞπผᕓ䄯ᐻসผⵀ⾢ᝬ䲎͠⮰ᰬⰠ

ᣑ⮰䬚䷄᭛㏡ὖऽ⮰সผ䕧䒽Ƞ㏡ऽᠳ⮰᭛

সᑒ⮰㏿Ჰᒎᔭ喏ὖऽᠳ⮰᭛সᑒ⮰Ꮋ䔇䕧

䒽Ƞ㺫⮰সผ䔅͖͐䬚䷄̶᭛䲊፤ᬺ

⮰喏㏡ऽБ̵Ꮢऌ㒚সᑒͦദ喏ὖऽ⮰Ꮋ䔇

䕧䒽݅䖡ᓖ̵সผߋ㘩ͷ䬠⮰䒘ᢎȠऐ

βݜ㺭সผ䕧䒽喏ͧͦߔᬢ期喏᭛Бͧᆊ䓼ڤ

⊖ͧ͵ᬢ期喏̷ ᆊߋ㘩ᓃݜβᑦࡂ喏࢟Ą

ᵨ䔇㵸喏㜟倄ᬌ̶喞̷ ᆊߋ㘩喏ऺួٴមą22喏 
Ѳᕧѿ̶䔄᭛̵সผߋ㘩⮰䒘ᢎ۟βস

ᑒ⮰Ꮋ䔇Ƞπผᕓ䄯ᐻসผ㏡ऽ⮰সᑒ㏿

Ჰ̶݅⾭ⵠβ̵Ꮢऌ㒚⮰݅࣋喏් βͪ݃ߌ

ఇπᏒ㏿ᲰȟθᏒ㏿Ჰȟ㏡ऴᕓ㏿Ჰふๆ

∁Ƞসᑒ㏿Ჰ∁⮰්ๆᘻটⱬসผᱼ᫅

⮰͜ჸ喏ѲसᬢፒᲑβ̬͖䬚䷄喝᭛̹᭛ᝬ

ᰵ⮰সᑒ㏿Ჰ䘩㘩๋ҫ⩔喢ᑿ♢̹᭛喏ఌ

ͦ䓼⩔䔅χসᑒ㏿Ჰ⮰Ⱊ⮰κܤ᭪͙䷺

ᵨȠ䗏ʹ喏҈ᰞტຮҁҫ⩔䔅χᱼ᫅喢䔅ᅝ

䰬㺭ⰷ҈ᰞტ⮰ᮦᚓȠ㺫音乐⾭ⵠ䄯ᕓ

সผऺ喏ᝬҫ⩔⮰সᑒᱼ᫅⾭ⵠβ̵Ꮢऌ

㒚সᑒ⮰㠯ఠȠ䔅͖㏿ᄨ㜠Иᄥসᑒ㏿

Ჰ⮰࠱ქᕓ๓๓්ᑦβȠ♢㔸喏ᰬ Ḅ⮰䬚

䷄ᅝ᭛সᑒᎻ䔇Ƞ䔅͖䬚䷄̶喏ᵽᵼᑦ䄯

βѺ音⮰䓼ߔȠἶ⺂㢗ܦβ㏫ᕓ䓼ߔ喏

݃ͪβসผᎻ䔇⮰ๆ∁喏Ѳ᱖㘩Ϻᵥ᱘

䕧䒽̶ᲑসᑒᎻ䔇⮰छ㘩ᕓȠᝬБ音

乐݇҈͙喏ᰵ⮰҈৭⮰সผᎻ䔇䕧䒽छ㘩⇫

⩔๓ᄻ䄯ߋ㘩সผ喏Б㜟κĕ㏓সᑒ͙

音乐͙Ꭲ̹䭸⩋Ƞ♢㔸喏თ䄯ᐻ͙喏ĕ㏓Ꭲ

̹᭛πผ͙䛹㺭⮰音㏓Ƞ䔄ᰵ̬ᗱۡ喏ᅝ

᭛ႸڔӉᢚπผᕓᒷ⮰䊜ऽ䔇㵸䙹㒚喏

ᒷࣽᆁݜਖ䛸সผᅝⰤᏀ䙹㒚ݜਖ䛸喏ᰬ ऺ

㏴₎ᐻȠᑿ♢喏Ϻ͙音乐䛹㻲ὖ͖̬ߌڹ

ऽᒷ⮰➥ᕓᲑⰷ喏䃤᭛̬̹䩅⮰䔵᠕Ƞ

Ⴏ㘩๋␍䋟͙क़у⮰Ⴭ㒺䰬㺭Ƞ♢㔸喏̿

͆҈ᰞტᒬᒬцᰵ㜖ጝ⮰ߊ∁Ƞ㔱ܲ

⼒᪳⥇ȧܐȨᬢࣽ⣜喏Ⴏ⮰সผᎻ䔇䒘ᢎ㞮

ڢᒴᚎ喏ᝂБ㞞ᒕႵᢾসᑒᎻ䔇ȠѲ䭴

ᕍ⮰݇҈͙ࣴࢠ᭛ऒ̬ᗱᒎ喏ລцБᝬᲰ

ᐦ⮰সผᱼ᫅⮰⌼ऄᝂ㔱䕆䓳㞮⮰݃ࡂ

Ბ⣜Ϻ̬͖音げ䊜ऽ̷̬͖音げ⮰Ꮋ䔇Ƞ

ᕧͷ喏πผᕓ䄯ᐻসผ⮰ὖऽᎻ䔇݅࣋ᒴ䯪

ंᓃ㐋̬ᕓ喏᭛॒ϹᰵㆧѨκߋ㘩সผᎻ䔇

䗏ᕧѿ݅࣋⮰ႄ喢䔅䰬㺭䔇̬ₑᣎ䃔Ƞ

（二） 理论特色

ἶ⺂㢗πผᕓ䄯ᐻসผ⤲䃦⮰➥㞞喏ᬌ

⪽κ⠘݇ᕓȠᄥ͙সผ᪅႒ᒝ৹ᰬͦ

Ꭻ∇⮰㦃҈᭛∎㉎ცȧসผ႒᪅⼷Ȩ喏ႯϺ

1957年仂⁍㔧䃽ᑁ䔇БᲑ喏̺ सᬢ期㔧䃽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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䔇⮰সผ႒㦃҈喋⋡᠘βϺ㠝ȟ㒺ȟᓣȟ㟻ふ

ტ⮰ๆ䘔㦃҈ 23喌Ⱔ℀喏㣣ᓃβᎫ∇⮰ᣔᎫȠ

䔅᱘᪅ᱼᑁ䔇⮰͐年ऺ喏ᅝ᭛1959年喏

叺㠝⊣ȧⅵ䄯ᐻࣶڢসผȨܦ❴Ƞᅩネ

∎㉎ცসผ႒᪅႒̶܌ͺ⣜β㐋⇧ᕓ

ѹ喏Ѳ叺㠝⊣⮰䔅᱘㦃҈͙䷺ᵨসผ

⮰ᣎ䃔̶䊣ݜβຌദᕓ҈⩔喏Ꭲᒎβ㺫

̺͙͐㏫䌛Ꭲ㵸ࣽᆁ⮰ᵨᅬȠ∎㉎ც

সผ႒᭛䄯ᕓসผ喏Ⴏᕧ㏿⮰᭛㺫Ϻጠ≇

ᬢ期㜟ᮆ期⊖ͧ͵音乐͙⮰䄯ᕓসผឬٷ

术喏͙ڢ⊵ࣶ㜖♢䄯ᐻসผ⮰ڱქȠႯ҈

ͦᄥ㺫সผឬ术⮰ᕧ㏿喏᭛И⤲㼏㺫

音乐⮰䛹㺭䌛ᒰȠȧⅵ䄯ᐻࣶڢসผȨ݅ Ϻ

πผᕓ䄯ᐻڑ喏䔇㔸ᣎ䃔ڣᰵ͙সผ䷺

ᵨ⮰ๆผឬ术∁Ƞ㏻䓳40ๆ年⮰ࣽᆁ

ऺ喏ἶ⺂㢗ܦ❴βȧ͙πผᕓ䄯ᐻসผ⮰

⤲䃦̺∁Ȩ̬ 㦃喏ͦ 䔅᱘㦃҈ۅᎻ⮰ຩ

᭛叺㠝⊣Ƞἶ⺂㢗⮰䔅᱘㦃҈छБ䄠᭛㐓ឫ

ࣽᆁβ叺㠝⊣⮰ᕉ䌛喏㔸 Ą̀䒯ڔ䲎ࣹᭌ

᱘䄪䷄䶲ഋ⤲䃦̶ࣶ݇҈∁̶⮰ๆᵣܦ

ᕓ喏ផ๓β᱘䄪䷄⮰㻲䛺সⵀ⾢㠯ఠ喏⌝ࡂβ

ᄥ䬚䷄⮰䃐䃲ą24ȠѲᄲἶ⺂㢗䔅᱘㦃҈̺

∎㉎ც⮰ȧসผ႒᪅⼷Ȩ䔇㵸℀䒯喏ᰬ ᭪㦃

κ䄯ᐻসผ̺䄯ᕓসผȠ䄯ᐻসผݗࡦ⮰

㮩♢ᰵͧ音喏Ѳ᭛̬Ą≭ߔ⮰ͧ音ą喏Ą䄯

ᐻসผ⮰䄯ᐻ݅ᖜᖜⰤࣹ喏Бڣᰵԉᠭద

⮰音 喋݃㔸̹Ӊ䭰κͧ音喌⮰➥₶➥◥ͦ➥

ᒭą25Ƞ䔅᭛ͦϬʹݐℽ䄯ᐻᬢᰠͦ

Ӊ䊂㏿音⮰࣋ఌ喏ఌͦ䄯ᐻসผ⮰䄯ᐻᰠ

ᑦ䄯音݃喏㔸̹᭛ͧ音Ƞπผᕓ䄯ᐻ͙喏ߌ

ႄთস䄯͖͐ᅮ㏓喏ᰵ㻮ᔡݜȟთȟ

䄯̵͖ᅮ㏓喏ϱᅝთȟ䄯͖͐ᅮ㏓Ბⰷ喏ѿ

⣜βͧ音⮰ѹ䔈̹ຮ䄯ᕓসผ䗏ʹ䛹㺭স

⽟ȠѲ䄯ᕓসผ̹݅स喏㐉ᄥᑦ䄯ͧ音⮰

㐋⇧喏ᝬᰵ⮰সᑒ䘩ͧসᑒ⮰ᣓ̷ݢᒎ

̬䛽ႃᐻ⮰㏿ᲰȠ

सᵣ҈ͦ䄯ᐻসผⵀ⾢喏ڱ႒㔱Ⱔξ

䬠⮰㻮ᔡᰵ̹सȠ݄◴ₒȧദসผ

႒Ȩ͙ ⮰ᕉ䌛᭛ᄲ㜖♢音䄯ᐻসผ̺๓ᄻ䄯

ѿ㈧সผⰤ㏿ऴ喏♢ऺₐദ̶喏ᣎ㉎πผ

ᕓᒷ⮰সผ䙹㒚Ƞ㜖♢音䄯ᐻ⮰̯䄯ᐻ

㏿Ჰ̹स喏ఌ㔸̹स䄯ᐻᝬҫ⩔⮰সᑒᰵ̬

⮰ጚᐮ喏࢟ॴ⣜ͦ➥ᒭ䄯ᐻসᑒȠ䔅χ㜖

♢音䄯ᐻϐᰫҫ⩔喏݅ छ๓๓͜ჸ࣋Ბ⮰

সผ㞞ᒕȠπผᕓ䄯ᐻ音݃㏿Ჰ̶̺㜖♢

䄯ᐻᰵⰤसͷะ喏ᩱछՋ䞠㜖♢音䄯ᐻ⮰স

ผឬጓͦπผᕓᒷ䔇㵸সผ䙹㒚Ƞἶ⺂㢗

⮰πผᕓ䄯ᐻসผᰵ̵Ꮢऌ㒚সᑒ⮰⩔

∁喏ᑦ䄯ᐮ䄯䙹㒚⮰ֆ∁喏Ѳ᪠͖㦃҈

͙喏ϱᰵ̬「䃔䃦̵Ꮢ㏿Ჰ⮰সผ∁Ƞἶ

⺂㢗छ㘩ᰠጸ᱇Ϻ͙音乐ᒎᔭ᱘䏗ࣧࣽܦ

ᣎⅮ͙সผ⤲䃦ࣽᆁ⮰छ㘩ᕓ喏Ϻℽ䬠π

ผᕓ䄯ᐻ㏿Ჰࣧࣽܦᣎ㉎͙⮰সผឬ∁Ƞ

Ϻ䔅̬◥Ბⰷ喏θ㔱सͦ䄯ᐻসผ喏䭱̶

ᰵ̬⮰ጚݗȠ䔅᭛ڢ⠘݇ᕓᝬȠ

ἶ⺂㢗⮰͙πผᕓ䄯ᐻসผ䔄ڣᰵ

㲹䕆ᕓȠ᪳ࡂ⮰ࣽᆁڣᰵ㖀䕆ࢲञসь㐋⮰

➥ᕓ喏҈ͦπผᕓ䄯ᐻসผ喏ἶ⺂㢗㟝䉥๓䛻

⮰ᬢ䬠সᩪ߇䛳䷺̶喏ⵀ⾢ь㐋音乐喏ᄲ

䃦ദᐦ⿷ь㐋ๆผ䘔音乐ᒎᔭ⮰ദ⤲ڢ

̶喏ڢⰚ⮰ᅝ᭛㺭ͧߔᐦ⿷̺ь㐋⮰㖀㈧Ƞ

䔅ᅝϺͧ㻮̶ҫᓃ䔅͖⤲䃦ᐦ⿷ࢲञࣽᆁ

⮰䪫⇟ͷ͙喏㔸䲊ᬌ⎼ͷⅠȠ䔅πผᕓ䄯

ᐻসผ⤲䃦⮰ࣽᆁ喏ఌͦ।ᩢՋ䞠β㺫

҈ᰞ⤲䃦喏ᩱፒᲑβ͙҈ᰞឬ术⤲䃦⮰

ᅬ䲎Ƞἶ⺂㢗ᰪๆ͖౦ऴ㶔ᬺπผᕓ䄯ᐻ

সผ⤲䃦̹᭛̬͖ᄭ䬙⮰⤲䃦ѿ㈧喏㔸᭛̬

͖ᐬᩪ⮰ѿ㈧Ƞ䔅ᐬᩪᕓᅝᑦ䄯βႯ᱖

Ბࣽᆁ⮰㲹䕆ᕓȠ䔅̬⤲䃦᱘䏗ᅝ᭛͙

̿͆音乐⮰⮪年ࢲञ͙̹ࣽᆁႸર䊣Ბ

⮰喏Ⴏ㐨ऴβ܌Џ҈ᰞტস⤲䃦ტ⮰ᣎ㉎喏᭛

̬͖䯲๓⮰㐨ऴ喏ऺ㐙ࣽᆁ͙䔄ᰵ䔇̬

ₑࣽᆁ⮰⾦䬠Ƞ㔱ⵀ⾢͙ᰪ⊵ࣶπผᕓ䄯

ᐻসผ౦ഋȟসผ㏲㘊ȟসผᑌ߇ȟ㏛πᏒู



2020年第 4期 音乐艺术ἶ⺂㢗πผᕓ䄯ᐻসผ⤲䃦ࣶڢᘻ͵

57

中
国
音
乐
理
论
话
语
体
系
建
设

ऴসผふ喏䔅χ䘩᭛πผᕓ䄯ᐻসผ⤲䃦䔇

̬ₑࣽᆁ⮰㏿Ƞἶ⺂㢗ᰪጸ᱇㔱ᰠڟ∔

πผᕓ䄯ᐻসผ⮰㏿Ჰ߇喏䔅χ䘩㶔ᬺ䔅̬

সผ⤲䃦⮰ᐬᩪᕓস㲹䕆ᕓ喏㜟κᄲ䔅̬⤲

䃦⩔κ音乐݇҈喏ࣽڢᆁ⾦䬠݅ᰠͦᎫ䭀Ƞ

三、 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ἶ⺂㢗πผᕓসผ⤲䃦⮰䌡ᘻ͵স⤲

䃦ᘻ͵ᅝκ䔅̬⤲䃦Ჰᐦβѿ㈧ࡂ⮰䃐ⴑ

ᵲ᳢喞݇ ⿷β䌡ᕓⵀ⾢Ὅᐻ喞ᐦ⿷β͙

ᕓ䄉䄙ѿ㈧Ƞ

（一） 构建体系化认知框架

䲎ጞࣶ喏ἶ⺂㢗⮰ⵀ⾢᭛ᐦ⿷͖ݹ

ᵴܲ⮰ദͷ̶喏䕆䓳๓䛻⮰音乐❳⃡⮰

䅝ҷܲ喏ᲑᲰᐦڢ⤲䃦᱘ѿȠ䔅ⵀ⾢

ᐻ๓䛻͖ᵴͷ̶䔼⌼ᒎβ̬䃐ⴑᵲ

᳢喏℀䒯ժऽκ䔅ⴑ䃲㏿Ჰᵲ᳢ࣧڱ㼏

۟䬚䷄喏ᝬБፒᲑ⮰㏿ᅝ᭛喏Ჰᐦβ̬

⮰ѿ㈧ࡂ䃐ⴑᵲ᳢Ƞᄥκ͙πผᕓ䄯ᐻ

সผ喏䔅ᵣ̬͖ѿ㈧᭛㘩๋㷗ๆϦᝬᣑः喏

̀ᬿκ㷗ϦИᝬ⤲㼏⮰㶔䔜ᐻȠᰠ䛹㺭⮰

᭛喏㘩๋䔅ᵣ⮰̬͖ᵲ᳢㠯⪠ڱ喏ᰵ䔇̬ₑ

ⵀ⾢⮰⾦䬠Ƞᅩネ喏̹ सⵀ⾢㔱ᝬ䲎ᄥ⮰ᄥ

䆍Ꭲ̹Ⱔस喏ἶ⺂㢗⮰ⵀ⾢͖ᵴᎢ̹ᕧ᭛

ᄥऒ̬͖͖ᵴᰵ㐉ᄥ⮰छӇ࣮㔯⮰ᘻ͵喏Ѳ

᭛ͦᝬᐦ⿷⮰ѿ㈧ࡂ⮰ᵲ᳢Ӈβ̬㼏䛶

η➕⣜䆍⮰䃐ⴑᐻȠἶ⺂㢗䔅҈ۅὍᐻ

ᕧ᭛߇పҫ䄧㔱ᬎ㘩҈㔱̬ᵣ᩻䨼ᙋः

䬚䷄⮰⫳㏿ᝬ喏ࣴݜ 㘩⤲㼏҈㔱⮰ܲ喏ᬎ

㘩ᙋⴑ⣜䆍喏ࣴ 㘩ាᤍϺѿ㈧ࡂ⮰⤲͙⤲

㼏音乐䕧䒽Ƞ䔅ᵴҷܲ⮰⼛㉛䔼⌼Ჰ

䔅䬔႒⮰႒⤲݅࣋喏ͦ ऺ㐙⮰ⵀ⾢Ӈѿ

㈧ࡂ⮰䃐ⴑᵲ᳢Ƞ

（二） 创立实践性研究模式

䔅仂ٴ᭛݇⿷β̬͖音乐⤲䃦ⵀ⾢̺

音乐䌡Ⱔ㏿ऴ⮰ⵀ⾢ὍᐻȠ䕆㻮ἶ⺂㢗

⮰႒术ⵀ⾢ᅝ̹䯪ࣽ⣜喏Ђ⮰ⵀ⾢Бᠳᄨ

䌡ͦͧ㺭ⰚᴳȠ⣜䔅͖Ⱊᴳ⮰सᬢ喏Ђ

䕆䓳㜖ጝ⮰ⵀ⾢݇䕌ᕓᒎβ̬音乐

⤲䃦̺音乐䌡Ⱔ㏿ऴ⮰ⵀ⾢ὍᐻȠЂ⮰

ⵀ⾢܌ͺ̹Ắᔡ喏ᕧ᭛ᬎᰵẮᔡദ

̶䔇㵸⌝ࡂ喏䔅̬◥স㔱⮰ⵀ⾢႒Όᖜຩ

̹सȠ⮰ⵀ⾢ᕧ᭛㺭ՋߕẮᔡ喏䄤ຮ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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