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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过的分离与从来没有过的渗透

——谈谈通俗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划分

舒泽池

（一）

如果我们能够不抠字眼，不套定义，如果我们能够习惯于从当今社

会生活的客观实际出发来观察问题，不难发现所谓“严肃音乐”和“通

俗音乐”的明显分离，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两者之间不说是对立，至少

也是隔膜，常常是前者不理解后者，同时后者又不理睬前者。

这种分离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实上，自从上个世纪（十九世纪）八、

九十年代开始，西方音乐逐渐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分离现象，其中包括技

术性与艺术性的分离、传统音乐与非传统音乐的分离、纯音乐与实用音

乐的分离、作家群和作品类型以及听众群的分离。这是人类音乐史上从

来没有过的分离。

同时，这种分离不是孤立存在的。事实上，也是从上个世纪（十九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世界音乐的各地域、各民族、各流派、各品

类之间，在逐渐发生从来没有过的渗透。这两者不但是个并行的过程，

而且是个双向的过程，互为因果、互为促进的过程。

从来没有过的分离，与从来没有过的渗透——这就是二十世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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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特点，也就是我们观察、分析近百年世界音乐现象的一个关键或

者一把钥匙。在这篇短文里，只能谈一个很小的局部，即从严肃音乐和

通俗音乐的分离，说到通俗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划分。

（二）

大概自从音乐产生后不久，就有了通俗和不大通俗的区分。起初是

不大明显、不大确定的，后来逐渐比较明显、比较确定的了。很长一个

历史时期里，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民间音乐和专业音乐之间——民间音

乐总是比较通俗一点。后来，逐渐在专业音乐内部也有了比较通俗和比

较不那么通俗的区分。在一些西方音乐史著作中常列举出从法国大革命

时期的革命歌曲到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和福斯特的歌曲等等，都是

属于专业音乐中比较通俗的部分。但是在以下四个重要方面——即创作

技法，音乐观念，传播方式，以及作、演、听群体——它们与包括交响

乐在内的比较不大通俗的那一部分专业音乐相比，可以说并没有根本性

的区别。现代意义上的“通俗音乐”和“严肃音乐”的分离，是本世纪

（二十世纪）才出现的音乐现象。而造成这种分离的直接动力，在通俗

音乐方面，是以爵士和摇滚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流行音乐的兴起及其对世

界的巨大影响，在严肃音乐方面，则是以无调性技术的出现为转折的所

谓“现代技法”的兴起以及在二次大战以后的走向世界。这是通俗音乐

和严肃音乐中的“两翼”，这“两翼”音乐的巨大差别，是任何一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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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起码音乐听觉的人都能立刻感觉到的。这“两翼”之间，则是广阔的

“中间地带”，包括作为通俗音乐和严肃音乐“接合部”的所谓“跨步

音乐”——这里说的都是专业音乐内部的划分。至于民间音乐，当然不

能因为民间音乐所固有的通俗性而将它混同于通俗音乐。这应该是不言

而喻的，但似乎也有必要提一句。

（三）

我们再把观察转到通俗音乐内部。研究一下美国流行音乐的形成和

影响世界的过程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世界上如此众多的富有特色的

民族音乐，为什么独有它能于本世纪（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呢？

我认为有以下四个主要因素。简单地说就是：

一、艺术方面的旺盛生命力。一般说爵士是非－欧文化的结合产物。

这种说法似乎过于笼统了。应该指出例如布鲁斯、拉格泰姆和爵士都是

①由美国国土上的黑人所承续的非洲黑人音乐文化（主要是节奏和音

阶），②与白人的欧洲音乐文化（主要是乐器与和声），③在美国这一传

统文化薄弱的“空白”土壤上，经过黑人和白人的共同创造而成的“杂

交”的产物。这里包含有三个条件，缺了哪一个都不行的。正因为这样

才产生了世界音乐的一个“新品种”，是过去东西方任何民族的传统音

乐中所没有的，因而具有新鲜的、茁壮的、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前

面所提到的“从来没有过的渗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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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的冲击，使得音乐的产生与传播方式逐渐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先看传播方式。自本世纪（二十世纪）以来，唱片、

广播、电视、录音、录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

变了历史上“当面奏听”的传统方式，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极大地提高，

是历史上所不可能想象的。不仅如此，随着本世纪（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以来由于集成电路和数字技术的惊人发展而促成的电声技术和

电子乐器的突破性进展，使得传统的“创－演”、“创－录－演”体制也

在逐步或局部解体，以至音乐产生的速度和方式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很明显，没有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二十世纪的流行音乐就不

可能在如此广阔的空间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三、资本的介入。正是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资本第一次发现

了可以大规模地主要用作赢利手段即资本增值手段的音乐品种——流

行音乐。音乐的“商品”品格（以前不是完全没有）空前地突现，市场

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了这种音乐的生命和发展。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

资本已经成为流行音乐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流行

音乐的一切好的和坏的品格。在包括民间音乐在内的一切音乐品类中，

流行音乐这一翼无疑是资本介入和控制最深的。

四、社会发展对于音乐社会功能的需求。尽管世界各国情况不同，

从总体上来讲，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民主，走向进

步，人民大众逐步走向政治舞台或对政治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



从来没有过的分离与从来没有过的渗透

- 5 -

对于音乐社会功能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人民大众广泛要求享用

音乐——每个人不须经过专业音乐训练就能够接受的音乐，使音乐走出

“象牙之塔”；另一方面，人民大众也迫切需要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喜

怒哀乐，情感和呼喊——这一切，都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

所不可想象的，也是过去已经有过的一切音乐品类（无论严肃音乐和民

间音乐）所不能满足的。

这就是以爵士和摇滚为代表的美国流行音乐能够在本世纪（二十世

纪）兴起并且在它的影响下形成世界性的流行音乐大潮的四个主要因素。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越到后来，流行音乐的发展就越来越不是一种单纯

的音乐现象，甚至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文化现象，而越来越多地成为

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从摇滚的兴衰中可以看到典型的表现——如果

认识不到这点，脱离开具体的社会、经济作文化背景，对于流行音乐仅

仅进行就音乐论音乐的学究式的研究，那是只会离实际越来越远，或者

越弄越糊涂的。

这股世界性的流行音乐大潮，至少从本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以后对我国就有所影响（对于大陆说来有几十年的中断），八十年代以

来影响越来越大，但是从来不是中国通俗音乐的全部。关于这部分的内

容不可能在本文中评述。但是明确提出将我国通俗音乐中属于世界性流

行音乐大潮影响的这一部分叫做流行音乐，同通俗音乐中的其它风格的

部分相区别，对于研究历史和现状，对于发展整个中国通俗音乐或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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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定风格的中国流行音乐，包括组织创作和比赛，都是很有好处的。

这是因为，世界性流行音乐大潮的许多共性，在历史和现在的中国流行

音乐大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 而另一方面，流行音乐的四个基本特性

——很强的群众性，很强的社会功能，很强的商品性和很强的发展活力

——在不同的社会，这些特性的表现形态应该有根本性的不同。由于我

们过去对流行音乐没有明确的界定和科学的分析，在理论上长期处于盲

目和被动，直接影响到舆论和政策，不利于我国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

也不利于整个中国通俗音乐事业。所以，明确我国通俗音乐和流行音乐

的划分，首先不是个理论问题，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中国流行音乐

的存在已经是个活生生的现实，推动和引导——而不是回避和阻挡——

才是我们的责任。

（本文作于一九八七年）

（发表于《艺术与时代》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