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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易（1956~　），男，河北大学中

国曲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① 《〈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中国新文科建设从

这里启航》（https://m.sohu.com/a/429602946_614563/）

访问日期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摘　要 ：自 20 世纪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建立至今，无论是普通音乐教育还是专业音乐教育，本

民族的传统音乐教育内容都处于从属地位，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本民族音乐文化占据学校教育主体地

位的潮流相悖。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一些学校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但是由于长

期以来形成的社会惯性，以及各种观念、体制性障碍，这种境况至今未有全局性的根本改变，需要我们

继续努力。为了守护和光大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之根，更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学校教育应

该勇敢承担起传承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 ：传统音乐 ；学校教育 ；文化 ；传承

我们的祖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在音乐方面，

八千年前的贾湖骨笛，先秦的钟鼓之乐，汉唐的歌

舞大曲，宋词、元曲、明清戏曲说唱艺术……，随

着历史长河的流淌，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也在不断

发展，形成一个又一个的音乐文化高峰，辉煌灿烂

的文化积淀足以令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产生扬眉吐气

的自豪感。但是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历史进

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经历的磨难不堪回首。我们

的学校音乐教育，也因移植了西方教育体制和教学

内容，而将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排挤到了客位。幸运

的是，由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体量巨大，外来文

化的冲击、战争与各种政治运动都没能使它完全消

失，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仍然在民间广泛存在，在

当代社会展示着它那顽强的生机。

2020 年 11 月 3 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

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

海）召开。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并指

出：新文科就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培养知中国、

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文科人才 ；……

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①我们的学

校音乐教育如何“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新时代文科人才”？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这个“民族的精神命脉”？这是今天的学校音乐

教育必须回答并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否则我们将辜

负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民族的传统音

乐文化将难以进入当代主流社会，我们也难以在

中国与世界的音乐文明互鉴中，为世界做出自己

独有的贡献。

一、中国音乐教育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
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本应是中国学校

教育的分内之责，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主要任务

之一。自清末以来，中国逐渐接受了西方的音乐教

□齐　易

“新文科”背景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学校
传承体系建构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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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并在中西音乐融合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习属于人类文明结晶的西方音乐文化及其教育体

系，这本身没有错。但可惜的是，自 20 世纪初中

国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建立至今，无论是在普通音乐

教育还是专业音乐教育，传统音乐的教育内容都处

于从属的地位。这造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主体

性危机，学习西方的音乐文化，却把本民族的音乐

文化弄丢了，或者说被我们主动抛弃了。

我们使用的乐谱，是西方传来的五线谱与简谱，

对本民族的工尺谱等往往一无所知，看本民族的传

统乐谱反而如同看天书一般 ；我们学习的音乐理论，

是西方的曲式、和声、复调、配器，中国传统的宫

调理论、结构手法很少接触；我们学习的音乐作品，

也是西方的多中国的少。即便是中国作品，也往

往是我们的作曲家根据西方作曲理论创作出来的，

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音乐不多 ；甚至我们的民族器

乐学习，也是按照西方学院式的教育模式来培养，

学生们个个技艺精良，什么高难度的技巧也难不

住他们，但是民间乐手“死曲活奏”那套思维方

式与演奏方法，音乐学院的学生们不会 ；我们所

谓的“民族唱法”，往往也是西方美声唱法的翻版，

且被学院的“规范”“科学”教学教成了千人一面，

中国传统歌唱艺术在唱法、声音色彩上的多样性

见不到了。

尤其可悲的是，许多老师和学生发自内心地认

为他们的所教所学才是正宗、专业、高雅，对于本

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却往往看不上眼，认为那些

东西“土”“落后”。这种文化自卑的心态，使笔者

想到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句话 ：“文化霸权的

形成向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被动者’成为‘主

动者’之后才可能实现。” ①

面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说 ：目前

中国的音乐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或说是中国化

的西方音乐教育，与“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

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文科人才”这个目标相去甚远。

“美国把西方文明作为一种教导文明，中国的

音乐院校也是这样，西方音乐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教

导文明’，我们处于一种屈尊的地位。如果我们需

要转变文化自卑的心态，我们就要从屈尊‘教导文

明’的心态转向平等的‘对话文明’的心态，需要

差异并存，并与西方音乐平等对话。”②我们中华民

族从来不拒绝学习一切外来文化，但是学习外来文

化是为了强壮我们自己，如果学了外来的文化却丢

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或主要是学习外来文化而自己

的文化唱了配角，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二、从维系“民族精神命脉”的高度来认识

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意义与作用
放眼世界，在欧洲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中，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在自己的学校音

乐教育中都不存在缺位的问题。在欧洲，其学校音

乐教育一向是以本地区、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为主，

虽然在文化多元的后现代社会里他们也在积极关注

外部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但从来也未曾在学

校教育中丧失自己音乐文化的主体地位 ；在印度，

“1927 年，在巴罗达市的学院正式开始教授印度音

乐和乐器。……此后，印度音乐院系在印度大学、

艺术学院逐步建立，中小学也逐步加入印度音乐的

教学，而且是以本土音乐为基础的教学，从今天音

乐生态文明建构的意义来讲，是有效的母语音乐文

化传承。”③ ；土耳其大学的音乐教育是一种分立

形式，教授土耳其传统音乐的院校与教授西方音乐

的院校各得其所，分立的最大原因在于二十四非平

均律与十二平均律在律制和听觉习惯上根本无法融

合；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

音乐也因“超验的体制化（因为音乐与宗教的神圣

关系）保证了音乐传统主体未受西方 19 世纪音乐

学的主宰或改造”④。

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

化的过程中积极地维护我文化在自己教育体系中的

主体地位，承认我文化的巨大价值，将它视为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证，这种坚持和努力积极地

维护了世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在这种背景下，中

国学校以 19 世纪西方音乐学理论为基础、本民族

音乐课程属于附加模式的课程结构，和以西方的“艺

①  转引自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35 页。

②  管建华 ：《中国音乐教育的后殖民批评与转向的

文化分析》，《中国音乐》201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③  杨静、管建华 ：《印度学校音乐教育之旅》，《中

国音乐》2014 年第 2 期，第 86 页。

④  杨静、管建华 ：《东南亚三国音乐教育的人类

学考察 ：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突围》，《中国音乐》2013

年第 4 期，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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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音乐”“听觉艺术”“审美为核心”为基本信条的

音乐教育体系理应受到极大的质疑。

如果“世界大同”的最后结果是包括中国传统

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对中国和世界

都不是什么好事。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上的强

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实现文化上的复兴才有民族的

复兴。我们应该幡然猛醒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

了精神命脉。

有人说传统的音乐文化太老旧了，年轻人不喜

欢。从教育的角度讲，问题不在于年轻人喜欢还是

不喜欢，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做。“它山之石，可

以攻玉。”在韩国，尽管年轻人也都普遍喜欢西方

传来的流行音乐文化，但是他们把自己的“雅乐”、

“唐乐”和“乡乐”等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得非常好。

韩国国立国乐院、国立民俗国乐院、国乐博物馆等

国立机构扶持大量的传统音乐文化人才，还常设传

统音乐演出。在教育上，孩子们从幼儿园时期就接

受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熏陶，从而培养起年轻人尊重

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正常心态。他们成人之后，在重

大节日、婚礼等场合，观看本民族的音乐表演成为

习惯性选择。今天朝鲜半岛南端的韩国文化在世界

上广有影响，与他们在学校教育和国家政策中注重

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三、确立中国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

身份
由于 20 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音乐教育体制未像

印度那样走以本土音乐为主的路，而是移植了西方

音乐教育的体制，在教学内容、乐谱使用上也很难

说有多少东西是真正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因此西

方音乐体系成了课堂的主位，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

反而成了客位 ；我们的教师队伍也都是受这种教育

出身的（有留学经历更好），不像印度那样由本土

传统音乐家来担任 ；音乐传承方式也以书面传授代

替了中国传统的“口传心授”。

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当改变这样的做法？也必须

改变这样的做法，才能真正实现逐步恢复中国音乐

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身份的目标。

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加大本土音乐文化的比重。

如在高校改变目前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以西

方音乐文化内容为主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

国音乐史”等音乐文化内容唱配角的课程结构。在

许多音乐课程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环节，也都要

积极渗透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学理论、美学原则、音

乐结构及音乐风格特点。这种教学理念、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的变革，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

地方院校，可以开设地方音乐的课程，并邀请本地

民间的音乐专家、非遗传承人来担任教学。这样就

把地方性音乐文化纳入到了学校教育的体制中来，

使中国地区性音乐风格体系在学校教育中占据应有

的地位。如果各个地方院校都这样做了，那中国地

方性音乐文化就不再只是民间传承，而多了学校传

承这样一个渠道，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生存

与发展也就多了一份保障。

长期以来以用西方音乐语言和文化认知系统改

造的中国传统音乐，只是充当西方式专业作曲的“元

素”或音乐风格的“材料”。中国传统音乐的口传

心授的直觉整体方法与风格特征，已经按照理性书

写、与整体割裂的音乐作品分析及审美认知系统来

改造，这种情况也应该得到改变。改变的途径之一，

就是如杜亚雄曾倡议的那样，将传统乐谱如工尺谱

等作为学校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工具之一。工尺谱

等中国文字乐谱只提供旋律框架而不严格标示音乐

细节的特点，与西方传入的五线谱、简谱相比，是

文化上“不同的不同”，而不是“不及的不同”。它

只是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传习方式的辅助工

具，一首乐曲韵唱熟练再操练演唱演奏，正是中国

传统音乐整体直觉把握的方法与秘诀。至于有人认

为这会带来某种“不方便”，那是因为学习西方乐

谱在前而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从来就没有学

过西方乐谱的民间音乐局内人还嫌五线谱、简谱不

方便呢！

中国传统音乐家的音乐经验结构往往是整体性

的，这种整体性体现在一般每个乐手都是吹、拉、弹、

唱均能熟练把握，甚至还能创腔作曲，就如同音乐

学家杨荫浏和民间音乐家阿炳那样。而在中国高校

音乐学院以专业化的训练为目标，使各乐器或专业

之间的交流被隔离了，音乐演奏只学一件乐器，学

乐器的也不用学习演唱，学演唱的也可以不学习乐

器。我们在高校（尤其是师范类）的音乐教育中可

以适当恢复这种中国音乐传统，不要再将专业划分

得那样细，提倡一专多能、声乐器乐兼修。这不仅

仅是恢复中国的音乐传统，对于将来要做教师或其

他音乐工作的人来说，多艺在身的修习还有助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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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实际工作中增强适应性，为自己谋得更宽泛

的发展空间。有人会说这种想法不错但实际上做不

到，因为课时不够。为什么前人能够做到我们今天

的人做不到？关键是前人注重整体性音乐经验的培

养，我们今天却受西方影响而注重某个单项专业训

练的高精尖，目标不一样而已。

在音乐创作路径上，演创合一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学习，是以积累大量曲目，发

展直觉整体音乐经验把握的实践，并在这种积累曲

目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腔度曲。每个演奏演唱者同

时又都是音乐的创造者，使中国音乐的总量不断丰

富和扩大，并形成各种各样的音乐流派。这种情况

与西方艺术音乐的作曲者与表演者相分离、以音乐

主题方式的发展、注重个人音乐风格的显现有很大

不同。在中国当代的专业音乐教育中，学习并掌握

中国式的创腔度曲手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演

创合一的中国传统音乐创作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至少要在学习中国民族音乐的学生中，在大量传统

曲目积累的基础上，经由民间艺人的传习，让学生

逐步掌握创腔度曲及死曲活奏的那套中国传统音乐

发展的基本功。

即便是在当代音乐学院专业作曲的学习领域，

中国传统音乐特有的结构方式、旋律发展手法、多

声部织体形式、乐队组合样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音

乐思维方式、美学观念等，也都应该是学生们学习

掌握和深入研究的内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

淀，这笔资本是非常博大厚重的，如何善加利用，

值得当代音乐领域的工作者们认真思考。学术界常

有人讨论“中国乐派”的问题，我们民族几千年来

在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等方面积淀下来的宝贵经

验，如果能够在当代发扬光大，“中国乐派”自然

会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乐坛。

四、几个成功的范例
在国家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教

育领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提

倡“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新时

代文科人才”的大背景下，确立中国音乐文化在学

校教育中的主体身份这样的目标，大概不会有人明

确反对。按照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传统

音乐特点及其传承规律提出几条改进音乐教育的建

议，也不是太难的事情。难处在于 ：我们可以对中

国音乐教育的弊端慷慨激昂地进行抨击，假如让我

们把 20 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的路重新走过，我们也

许会另起炉灶、另走新路而避免现在的种种弊端。

但历史没有“假如”，我们不能把现有的音乐教育

体系彻底推翻重建，只能在目前的现状基础上进行

改善，因此我们也只能在现有的音乐教育体系基础

上修修补补，慢慢修正我们的航向。

在这方面有没有成功的范例可资参照？

南京艺术学院管建华老师在世时，曾带领考察

组考察过土耳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等国的音乐教育，这些国家本国传统与西方艺术并

行不悖、差异并存，为中国音乐教育处理中西音乐

关系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①其实在 20 世纪 60

年代周总理亲自倡议成立的中国音乐学院，其本意

也在于此。只是中国音乐学院原初的办学宗旨在后

来并没有很好地坚持，没有踏出一条与西方传统并

行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之路，而是被众多按照西方

模式办学的音乐学院所同化。本国传统与西方传统

并行不悖、差异并存这条路是否还应该走下去？笔

者认为仍有继续探索的必要。

当今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在确立中国音乐文

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身份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

案例，他们的经验值得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借鉴和学

习。如在福建泉州，早在 1990 年就由泉州市教委、

文化局联合发文，将当地的传统音乐“南音”（2009

年泉州南音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到了当地中小学音乐课堂

教学中，并采取请民间艺人进学校教唱和在泉州师

范学院开设南音专业的办法解决师资问题，还举办

了多次中小学生南音演唱比赛②。内蒙古艺术学院

以“扎根草原、立足内蒙古、服务全国、走向世

界”为目标，将长调、呼麦、马头琴、蒙古民乐等

蒙古族特色艺术列为专业方向，还办起了科尔沁民

歌传承班、潮尔传承班、阿拉善民歌传承班、锡林

郭勒民歌传承班，积极探索民族音乐传承新模式，

形成了新的特色和突出优势。他们以多种方式培养

本民族的专门艺术人才，还将内蒙古民间音乐的国

①  参见杨静、管建华《东南亚三国音乐教育的

人类学考察 ：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突围》，《中国音乐》

2013 年第 4 期，第 29—31 页。

②  王丹丹 ：《闽南文化保护传承中乡土音乐教育的

思考》，《学术评论》201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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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传承人请到学校长期任教，将学院建成民族音

乐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重要渠道。①新疆艺术学院

音乐系和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探索也非常有意

义。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承担着新疆少数民族艺术

表演人才培养的任务，他们从 1996 年开始，创办

了音乐表演专业木卡姆表演方向，将民族民间音乐

系统纳入高等艺术教育，培养具有民族特色的复合

型音乐艺术人才，对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进行了

创新与实践，将学校传承与民间传承相结合，形成

了具有新疆本土特色的课程体系 ；新疆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探索的“双重乐感”教学，旨在使所有的学

生首先在具备充分认识本民族音乐文化内涵基础上

对全球不同的音乐文化的全元认识、理解的观念和

能力。从 1994 年开始，他们为本科生陆续增设了

“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概论”“新疆民族乐器演奏”等

课程，并设置“民族音乐田野采风”（实践课程）。

1998 年开始借鉴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表演方向的办

学经验，并陆续增设了“新疆民歌演唱”“新疆少

数民族视唱练耳教程”“世界音乐”等课程。②河北

省涞水县北高洛村小学是在小学传承本土音乐文化

的一个优秀范例。北高洛村小学从 2018 年 3 月开始，

在涞水县、乡、村领导的支持下，开始了传承国家

级非遗项目——高洛音乐会的实验。村里的民间乐

社——音乐会委派了非遗传承人、头管乐师闫喜忠

等人到学校里任教，学生们每周上三节传统音乐课，

还利用课外活动及在家的时间进行练习。经过近两

年的努力，现在北高洛村小学的传统音乐学习已经

初见成效，大家都掌握了至少一件乐器的基本演奏

技能，还会演奏音乐会的许多笙管乐曲牌。近来学

生们还多次走出村庄参加各种大型展演活动。2019

年 6 月 1 日，他们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儿童活动中

心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演出 ；2019 年 7 月 18 日，

学生们又到世界园林博览会的北京扶贫馆，以传统

音乐展演的方式来参加扶贫成果展示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对学校音乐教育中西方音乐文

化反客为主、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自己民族传统文

化失职缺位的问题还没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没有什

么有力的举措来改变现状。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教育

主管部门和音乐教育研究者、工作者的共同关注，

并上下一心举措得力地去改变这种与国家大政方针

相悖的现状。现在的情况是，在国家层面已经有了

一系列宏观指导性的文件，在基层也有许多人在做

各种有益的教育教学尝试。坚冰虽然正在渐渐打破，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惯性，以及各种体制

性、制度性障碍，中国传统音乐在学校教育中处于

从属地位的境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需要我们继

续做出艰苦的努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应该以中华传统

文脉的接续和复兴为基础。为了我们这个被称为礼

乐之邦的国度传统音乐文化的再度兴旺，为了“培

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文科

人才”，为了守护和光大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之根，

更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

勇敢承担起传承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责任。

①  苗金海 ：《以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强化艺术

院校办学特色——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传承蒙古族音乐

遗产实践探索》，《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

实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399—405 页。

②  参见张欢、付晓东《“双重乐感”的人才培养

设计——以新疆多元音乐文化为案》，《中国音乐》2008

年第 4 期，第 189—19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