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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赵宴会教授的

新著《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以

下简称“《唢呐班研究》”）已于 2021年 7月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洋洋洒洒 40余万

字令我震惊，其内容和观点也引起了我的

共鸣，不禁为其独到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实

践意义称赞。该书作者赵宴会教授与我有

着类似甚至相同的艺术经历：一是他与我

均出生于民间音乐世家，他来自江苏省睢宁

县的民间音乐世家，我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

民间音乐世家，均自幼跟随家人学习唢呐艺

术，长期受到民间唢呐艺术的滋养；二是我

们后来均走出民间进入专业音乐院校学习

和工作。他曾在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音乐

班、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南京艺术学院音

乐学院学习，现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工

作。我曾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上海音乐

学院民乐系学习，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如此看来，他和我的“缘分”颇深，尤其是在

唢呐班研究这一领域，我们都兼有局内与局

外“双重人”①的身份和视角。故推介赵宴

会教授的新著也在情理之中。

一、 苏北唢呐班和唢呐系乐种

“唢呐班”是苏北及其周边区域民间器

乐演出社团的原生性称谓，它是以唢呐为主

奏乐器的民间自发性音乐班社，其主要功能

是为民间红白喜事等民俗仪式提供奏乐服

作者简介：刘英（1963年生），男，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31）。

项目来源：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器乐艺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

21ZD20，首席专家：刘英

收稿日期：2021—09—20

内容提要： 苏北唢呐班属唢呐系乐种，其历史已有数百年，流布于苏北广大农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颇

高的艺术价值和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是赵宴会教授精心撰写的

力作，探讨了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的历史发展，其基础雄厚、内容丰富、叙述独到，学术价

值、实践意义、创新精神凸显，尤其体现出作者既作为唢呐班乐手又作为音乐学者的“双重人”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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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人”视角下的唢呐系乐种研究
—读《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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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具有“唢呐系乐种”的典型特征。当然，

唢呐班在民间除具有乐种的含义外，有时还

专指某一具体乐班，即音乐班社，如赵庄唢

呐班、李家唢呐班。

关于“唢呐系乐种”，袁静芳教授 1999
年在《乐种学》中将其界定为“以唢呐类

乐器为乐队组合核心的乐种体系”②，后于

2018年在《乐种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将其

“从‘鼓吹’‘吹打’的类别中剥离出来”③，

从而成为中国七大乐种体系之一。众所周

知，乐种体系的划分具有不同的角度、原则

和依据。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

间器乐合奏的惯用分类是：弦索乐、丝竹

乐、鼓吹乐、吹打乐、锣鼓乐五大类。然而，

袁静芳通过多年对乐种的考察与研究，发现

在组成乐种艺术特征的诸多因素中，主奏乐

器在乐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成为最主要的识别特征。换言之，在构成乐

种艺术个性的总体框架中，主奏乐器以及由

该主奏乐器演奏的代表性乐曲，更多地遗存

着历史赋予它的文化基因，是乐种最重要、

最稳定的支柱。因此，袁静芳把主奏乐器作

为乐种体系划分的重要条件和依据，将中国

传统乐种体系划分调整为：鼓笛系乐种、弦

索系乐种、丝竹系乐种、笙管系乐种、唢呐系

乐种、乐声系乐种、乐舞系乐种。其中，前五

大类是纯器乐演奏形式，后两类是综合艺术 
形式。 ④

作为中国唢呐系乐种的代表性载体之

一，苏北唢呐班的历史发展长达数百年，流

布于苏北各地，文化内涵丰富，艺术价值颇

高，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其中有

近百首曲目收录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

集成》，由苏北徐州地区有关唢呐班参与申

报的“徐州唢呐艺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⑤可见，苏北唢呐班为传承和

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故对苏北唢呐班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

价值与意义。

二、 《唢呐班研究》的学术基础

至 20世纪末，苏北唢呐班研究成果在

国内外依然不多见。但有一项成果引人关

注，这就是 1998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器

乐曲集成 · 江苏卷》，其中收录了近百首苏

北唢呐班的代表性曲目，其序言及概述部分

对江苏“徐海鼓吹乐”（属于苏北唢呐班范

畴）作了一定的梳理与描述。但遗憾的是，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 · 江苏卷》重在

集曲，而非理论研究。这就为苏北唢呐班的

理论研究留出了空间。

2004年，赵宴会完成硕士论文《苏北

赵庄唢呐班音乐文化之研究》，开启了苏北

唢呐班理论性专题研究的序幕。次年，赵宴

会将其主要观点集于《苏北赵庄唢呐班研

究》 ⑥一文并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作为赵宴会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苏北唢

呐班的学术论文，对苏北唢呐班研究在学界

的发端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故在苏

北唢呐班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2009
年，赵宴会和其妹妹赵士玮⑦在《中央音乐

学院学报》发表了《苏北赵庄唢呐班与婚、

丧仪式研究》⑧一文。该文通过实地考察，

对唢呐班在葬礼、婚礼仪式中的奏乐情况进

行了描述与分析，着重对唢呐班音乐与仪式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率先涉及唢

呐班文化背景的研究。笔者对此十分赞同，

因为包括唢呐班在内的诸多乐种的生存与

发展，与历史、社会、经济、地理特别是民俗

密切相关。唢呐班不可能脱离其依存的主

要载体—“民俗”而独立存在。故音乐研

究不但要注重音乐本体，还要把目光投向与

音乐相关的诸多文化背景。也因为如此，赵

宴会的这一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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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赵宴会在《中国音乐学》上发表《论苏

北唢呐班的重要传承方式“偷学”》⑨一文，

在民间音乐的传承方式、传承规律等方面提

供了一些新材料、新观点。不少专家认为，

该文不但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还

具有推动民间音乐传承发展的实践意义。

2015年，赵宴会在《中国音乐学》上发表了

《从“模糊律制”到“近十二平均律”—20
世纪苏北民间唢呐的“实践律制”变迁》⑩

一文。该文引发学界关注中国民间乐种音

乐形态的变迁、强化民间乐种的传承与保

护意识。同年，赵宴会还在《民族艺术》上

发表《论乡村草根乐班的经济运作—基

于 20世纪苏北“唢呐班”经济运作习俗变

迁的调查分析》11一文，将研究指向唢呐班

的经济运作，引发学界从经营运作角度对民

间音乐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保护工作进

行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2019年，赵宴会

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融合相

生，活态传承—近 30年苏北乡村唢呐班

乐器变迁研究》12一文。文章紧扣唢呐班乐

器的变迁，从前后 30年的比较中梳理归纳

出其“变”和“不变”，并运用“文化涵化”

的概念与视角探究和阐释唢呐班乐器变迁

的过程、结果及其原因。笔者认为，该文论

述的变迁现象可能并不仅仅发生于唢呐班

这一乐种或艺术形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当代诸多民间音乐的生存与发展轨迹，

体现出中国大部分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流变

过程中的融合相生、活态传承及文化涵化现

象。这对在当下音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如何评估和应对其变迁具有一定的启发和

参考意义。十余年来，赵宴会还发表了《苏

北赵庄唢呐班传承探析》《苏北乡村唢呐班

调查及其发展对策研究》《重视乡村乐班在

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苏北赵庄

唢呐班曲牌音乐中的“核调”现象》等关于

苏北唢呐班的系列学术论文，引发学界对苏

北唢呐班的关注。

笔者之所以将赵宴会的前期研究成果

进行梳理和评析，主要是以此证明他 20年

来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步一个脚

印的学术定力。的确，正是得益于他曾在苏

北唢呐班的实践以及实实在在的考察和潜

心研究，才取得了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这

些正是《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一

著坚实的学术基础。

三、 《唢呐班研究》的主要内容

全书系统描述了苏北唢呐班这一民间

音乐班社的习俗惯制，包括艺人种类及性

质、乐器形制与技艺传承习惯、搭班规矩和

乐班存活方式、曲目功能与音乐形态、音乐

表演与民俗关系等内容，还对苏北唢呐班近

百年活态流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试图回

答唢呐班“怎样变”“变成什么样”“为什么

变”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

全书主体内容分六章。第一章着重对

苏北唢呐班的历史进行追溯与梳理。作者

将苏北唢呐班的历史流变分作“20世纪初

至80年代中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

来”两个时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

超然、隐形、恢复、发展、繁荣、巨变六个阶

段。如此分期、分段，既颇具新意，其论述

也言之有理。第二章至第四章内容主要围

绕苏北唢呐班流变而展开，具体涉及物质构

成、音乐特征、表演特征。在物质构成方面，

唢呐班的乐器制作由民间手工制作为主转

变为由专业乐器厂制作为主，乐器组合由中

国传统乐器为主转变为中西乐器以及电声

乐器混用，交通、联络工具及乐器存储设备

的现代化和时尚化。就音乐特征而言，唢呐

班所用音乐的曲目、调式、律制及旋律发展

手法均发生了变化—由以传统曲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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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以流行歌曲为主，单一传统民族调式

转变为传统民族调式为主和西洋大小调式

为辅，由“模糊律制”转变为“混合律制”、

新增“乐器变奏”“多声指法变奏”的旋律

发展手法等。在表演方面，由“纯乐器”演

奏转变为奏、歌、舞、喜剧小品、杂技等表演

形式并存，并偶有低俗的表演；其演奏技法

日益丰富多样，但一些技法，特别是那些绝

技，已经即将失传；表演队形越来越“丰富

多样、灵活机动、规模壮大”；表演空间由

“走在人前、坐于下位”转变为“以人为本、

因地制宜”。这些正是第二章至第四章的主

要内容。第五章则主要聚焦于苏北唢呐班

的生存境况。作者在这一章细致论述了苏

北唢呐班所依存的生态环境并表达出对其

生态环境的担忧。该章还探讨了苏北唢呐

班的传承机制问题，并洞察到苏北唢呐班的

传承主体已由“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

转变为“内外均传、男女均传”、传承类型由

“祖传为主、师传为辅”转变为“祖传与师传

并重”，传承方式以口传心授和“偷学”为主

并新增准专业教学的新变化。第六章对苏

北唢呐班流变动力与生命活力进行了较为

全面深入的剖析，并基于兼具“局内与局外”

的“双重人”身份，采用“近—远”两极变量

思维，对唢呐班的流变路径、过程，特别是流

变的内驱力与外驱力，进行了深度描述。

基于上述研究，作者最后在结语部分

针对苏北唢呐班的西化倾向与传承危机，

认识和把握唢呐班的活态流变规律，提

出“五个结合”（“静态”与“动态”保护结

合、“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结合、“间

接”与“直接”保护结合、“无为”与“有为”

保护结合、“原生态”与“次生态”保护结

合）的保护举措。 13 总之《唢呐班研究》的

内容丰富翔实、有血有肉、有理有据、“有声 
有色”。

四、 《唢呐班研究》的学术价值、 

实践意义及学术创新

毋庸置疑，《唢呐班研究》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尤其在唢呐系乐种的研究中价值

非同一般。

首先，《唢呐班研究》对挖掘、拓展江

苏民间器乐乃至全国民间乐种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长期以来，每当提到江苏民间器

乐，大家就会想起“江南丝竹”“苏南十番锣

鼓”，但长期以来活跃于苏北农村的唢呐班

却鲜为人知。这无疑不利于对江苏民间器

乐的全面了解和把握。此外，中国民间器乐

的发展历程是由众多地方乐种所组成的多

元格局，故苏北唢呐班研究，将进一步丰富

中国民间乐种研究。

其次，《唢呐班研究》有助于改变“音

乐人类学不研究音乐”的印象。 14曾有学者

批评音乐人类学家研究中的“音乐缺失”

现象：“近年来，在不少民族音乐学的论文

写作中，‘去音乐化’现象几乎是一个‘通

病’。研究音乐周围的文化固然不错，但在

一篇音乐学论文中不谈音乐，大谈其他就是

问题了。”15《唢呐班研究》在史蒂芬 · 怀尔

德（Stephen Wild）教授 16“音乐人类学的研

究核心是音乐”这一理念引导下，对苏北唢

呐班的音乐与文化均作了细致翔实的深描

与阐释，特别是第三章“苏北唢呐班音乐流

变”更是专门对唢呐班的音乐本体进行了

研究。因此，该书对消除音乐人类学“不研

究音乐”的误解具有积极意义。

再次，《唢呐班研究》具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实践意义。该书对唢呐班的活

态流变轨迹和传承规律的剖析，以及在此

基础上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对策，无疑能为保护及合理运用音乐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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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更重要的是，由于唢呐班主要服务于农

村民俗活动，具有淳厚的乡土文化元素和气

息，故对缓解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渐逝

窘境，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

进中华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17

最后，《唢呐班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还

在于学术创新。谈及创新，该书还特别作了

一番说明：“‘创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

同人对创新的理解和认识未必相同。因此，

笔者所列出的所谓创新之处，可能未必得到

他人的认可。但是，创新的‘度’和‘范畴’

是可大可小的。”18在笔者看来，该书的创新

点很多，也很明显，至少有三点值得一提。

一是研究理论的拓展。音乐人类学家杨沐

曾说，“至 2013年为止，在国内的音乐人类

学界，笔者尚未见到明确地专论阐释人类学

及其应用的文章，也未见到深入理解并运用

阐释人类学理念和方法的音乐文化志或案

例研究论文。”19但该书对人类学的理念与

方法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是具有前

瞻性和开拓性的。二是研究方法的运用。

音乐人类学中的描述与阐释一直是颇受争

议的研究方法。本书以“描述为主”“阐释

为辅”，为描述与阐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进行

了新的配置。三是研究对象的分期。学界

在历史分期上通常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大

事件作为“时间窗”和“分水岭”，但该书则

是借鉴“文化滞后理论”，对苏北唢呐班作

了“20世纪初至 80年代中期”和“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的分期，体现出一定的特

指性和创新性。 20

五、 《唢呐班研究》的叙事特点

《唢呐班研究》的写作，脉络清晰、内容

翔实、文风朴实，在内容安排布局的主次详

略上也十分得当，尤其是该书作者基于“双

重人”的身份和视角对苏北唢呐班音乐文

化流变的独特描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全书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学理，浓浓的“局内

人”情义更是见诸笔端。

该书从纵横两个方向探讨苏北唢呐班

的“活态流变”。首篇从历时角度切入，将

人类社会史与音乐发展史贯通一体，依据

历史发展进程来清晰地描绘出苏北唢呐班

百年活态流变的历史轨迹。依据“文化滞

后理论”，将历史发展进程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六个发展阶

段，并对苏北唢呐班音乐在各时期和阶段

的特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此外，运用“场

域”“全球在地化”等理论，从共时角度解析

了苏北唢呐班如何实现“域内与域外”相融

合的变化过程。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运

用的材料都是第一手资料。为了获取更多

翔实可靠的一手资料，作者整整花了 20年

时间在苏北做田野调查，对苏北代表性唢呐

乐班进行了长期追踪式调研，并有详尽的记

录与分析。“积累了 2 000多张实景图片，录

制，采集了近百小时的视频与音频资料，搜

集到年代久远的‘工尺谱原始手稿’两本以

及形成于 20世纪 40年代以来的内部油印书

籍、手稿等 20多本。”21作者调查的唢呐班

多达数 10个，其田野调查可谓“大工程”。

该书的写作基于“双重人”的文化视

角。这也是该书最为可贵之处。赵宴会是

苏北唢呐班家族班社“赵家班”的第 4代嫡

系传人，自 7岁学艺入行，即便在进入高等

音乐院校学习、工作之后，依然坚持参与民

间唢呐班表演活动。在完成硕士论文《苏

北赵庄唢呐班音乐文化之研究》，取得硕士

学位后，逐渐完成从表演者向研究者的过

渡与转型。进入攻读博士学位阶段，赵宴

会在著名音乐史学家秦序的指导下，完成

博士论文《20世纪以来苏北唢呐班音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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