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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刷刷”现象剖析
舒泽池

百余年来，中国的音乐知识分子（主要是从事理论和教育的知识

分子），大多是齐刷刷地仰首向西，顶礼膜拜，力求从音乐的“西方

化”中探寻中国音乐的“现代化”之路，不辞辛苦，于今为烈。

这种“齐刷刷”现象，从李叔同、黄自至今，除了极少的时间段

外，一直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主流——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人剖析这种“齐刷刷”现象，因此，中国音

乐到目前为止，“西强中弱”的基本态势仍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一、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瑰宝，几千年来，

就好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很少交集。直到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

西方音乐才大举进入中国。那么，这两股道上跑的车，有没有先进与

落后、高贵与低劣之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西方音乐家是不可能对

中国音乐有深入研究、并且给出科学评价的。齐刷刷仰首向西的中国

音乐知识分子，内心中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当今中国音乐“西强中弱”

现象，其根源在于此：许多人虽然为了“政治正确”，把“民族化”

口号挂在嘴边、写在书上，其实内心是不以为然。这种情况，“你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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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百多年来，在中国从事音乐的知识分子（同样，主要是从

事理论和教育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西方音乐教育和熏陶

而成长的。人的头脑是一件好东西，但是一旦被某种知识和观念填满，

再要有不同的思考和学习就很难了！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扣子”

从一开始就扣错了怎么办？因此，对于“洋为中用”这四个字，至少

从情感上是不认同的，行为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特别是“功成名就”

以后，涉及到很多社会的、现实的、物质的因素，“言必称希腊”是

很正常的逻辑结果，除了“齐刷刷”，很难有别样的期望。

三、中国音乐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理论研究、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的成果，百余年来也有不少人研究中国音乐，但是有一个致命

弱点：就理论谈理论、就学术谈学术、就历史谈历史，许多人已经忘

记了“古为今用”这四个字，在潜意识中期待能够“今为古用”（事

实上不可能），因此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脱离或偏离了当今中国

的音乐和音乐教育的实践，尤其重要的是，没有顺应“百年大变局”

的态势，自然就缺乏影响力。（诡异的是，中国哲学最强调“知行合

一”，最重视实践，最重视效果，这样的传统也随着“西方化”而大

大削弱了。）

四、相对应的，西方音乐研究和音乐理论（包括教育理论）在西

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几百年来有长足发展，已经形成为完整的体系，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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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备的理论、方法、实证和策略。体现在中国，“西强中弱”的态

势一目了然。这是整体上西方文化的优势使然，不是音乐一家的问题。

五、我信奉下面这段话：“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

理都归大道理管着。”现在众人奉为圭臬的许多外国书中的内容，其

实只是音乐教育中的“小道理”，而且这些“小道理”，其中正确的、

有用的部分，在中国人的实践、言论、书籍中，也早已屡见不鲜，只

是许多人习惯了仰首向西齐刷刷，从来不屑于看自己，只觉得上了外

国书的才靠得住，要是请了一位洋教头来、而且收你每人 3000 块钱

就更靠得住（不用说还有学霸和大 V 的加持）。其实中国文化、中国

思维的重大优势正是表现在“大道理”之中，问题是脑袋里装满了外

国书，自然就感受不到了。

六、还不能不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西方音乐（尤其是音乐

教育）在中国的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经济运营和社会认同等方面都

已经成绩斐然，尤其是在近三四十年的中国，已经获得了体制建设上

的优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很难进行变革了。

七、这不是学术问题，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这是一

股合力，使得在音乐上与“中国式现代化”渐行渐远。看来在我们这

一代知识分子中是很难有所希望了。未来，一是看整体上“中国式现

代化”的进展（这又是个“大道理与小道理”的问题），二是看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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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三四十岁年龄层为主）的音乐知识分子中，什么时候能涌现

出一批真正具有中国思维的有见地、有魄力的领军人物。“一江春水

向东流”，大趋势是确定的，但是在一定的地域和时间段里，向南、

向北、甚至向西，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都属正常。

（写于 2023 年 6 月，改于 2023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