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技法”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

舒泽池

第六个话题：中国现代音乐创作

W：下面，我觉得可以将话题转到我们自己，转到“现代技法”与

中国现代音乐创作这个题目上来了——当然，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尤

其是关于西方“现代技法”的音乐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现状和趋势的分

析，对于下面这个题目都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

29. 高度发展的单音音乐——

中国音乐的伟大贡献

L：中国有着历史悠久、高度发展的音乐文化，这是世界上所公认的。

但是，至今基本上仍处于单音音乐的阶段。

S：这不但表现于自古流传下来的作品基本上是单音音乐作品，更重

要的是作为一种音乐思维方式，至今继续延续在中国作曲家的深层意识

之中。音乐理论家李西安在《中国民族音乐美学三题》的论文中着重谈

到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体现在音乐中就是旋律，就是纵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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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音乐史、主宰一切的旋律艺术。”这是中国音乐文化对于世界音

乐文化所作出的独特的、伟大的贡献之一。

L：相比较来说，西方音乐的复音音乐则发展较早，而且发展形态较

为成熟、完整。因此，在东西方文化日益融汇、交流的近现代，中国在

发展复音音乐的过程中比较多地接受西方音乐的影响，是正常的，有益

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30. 百年之内的两次“潮峰”——

学习西方复音音乐过程的特点

W：但是回顾中国音乐学习西方复音音乐的过程，我认为有如下特

点：

一是起步晚。真正有影响的传入，始于本世纪（按：指二十世纪）

初。

二是范围窄。不但长期局限在调性复音音乐范围之内，而且主要局

限在调性复音音乐中的自维也纳古典乐派到早期、中期浪漫派之间，即

大小调功能体系之中。

L：造成上述特点，有历史的、社会的、人为的因素。这里不能细加

分析。总之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音乐界不要说对于斯特拉文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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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勋伯格和斯托克豪森可以说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对于德彪西和

瓦格纳也所知甚少。

S：这从“样板戏”的音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L：因此，西方复音音乐从世纪之交（按：指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

世纪之交）的后期浪漫派到二十世纪现代派（勋伯格及其以后）的发展，

正象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中国音乐则不然。

S：一方面，中国的调性复音音乐尚未来得及得到充分的、成熟的、

富于个性的发展。在由调性复音音乐向无调性复音音乐发展的天然链系

中，缺少好几个必不可少的链环。

L：另一方面，不等这些链环自然地产生、形成，西方现代派的音乐

作品、技法和音乐观自1978年以来，如同潮水般的大量涌入，形成了本

世纪（按：指二十世纪）以来第二次学习西方复音音乐的“潮峰”，或

者说是西方复音音乐对于中国音乐的第二次大冲击。

S：可以设想，中国的调性复音音乐如果能在适当的条件下任其自然

发展，也必然会导向调性的扩展和突破，即导向无调性音乐的发生。当

然，现在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自然发展”为无调性了。

L：由于共性必然寓于个性之中，因此本世纪（按：指二十世纪）以

来西方复音音乐对于中国音乐的两次冲击，不可能“纯粹”是调性和无

调性复音音乐的作曲技法，必然带来了西方音乐文化的“个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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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每种文化自身必然会有的局限性和消极面）。目前的情况，与世

纪初学习调性复音音乐的“潮峰”时的情况是很相似的。当时存在着“食

古不化”的问题，现在也存在着“食今不化”的问题。“纯粹”而抽象

的“现代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西方古典音乐传统不能等同于中国传

统音乐（音乐理论家钟子林几年前就对此发表过非常好的意见），西方

现代音乐传统也不能等同于中国现代音乐。如果有人说，中国老一辈作

曲家走了“十九世纪西方音乐型制加中国旋律”的道路，因而未能获得

世界性的成功的话，那么如果中国新一辈作曲家走了“二十世纪西方音

乐型制加没有中国旋律”的道路，恐怕也一定不能获得世界性的成功。

幸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都未必尽然如此！

31. 中国的“新潮”群体——

革新的一群，开放的一群，具有明晰的自我意识的一群

W：所以说，如果孤立地就中国论中国，就“新潮”论“新潮”，

如果不是将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当作一个子系统，放到世界音乐创作这个

母系统中来观察，那么，在研究近十年来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新

现象时，就会缺乏必要的参照系——也就是说，只能是同中国传统音乐

相比较，同中国七十年代以前的专业音乐创作相比较，那么，对于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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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进与退、洋与土、今与古、雅与俗等等概念，也就难以得出一个准

确的，客观的判断。

L：中国的“新潮”作曲家群体的出现，必然会在中国现代音乐创作

的历史上大书一笔。他们对于发展中国现代音乐创作所作出的不可替代

的突破性贡献，在现在就可以作出定评。整个中国音乐界，无论具体持

什么音乐观点的人，都应该举起双手欢呼他们，尽心尽力帮助他们。中

国的“新潮”群体，从来不是，至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

从接受西方复音音乐影响的角度来说，他们身上同时接受了两种音乐的

影响，并不是光喝西方无调性音乐的奶。只是因为西方“现代派”在昨

天和今天之交的中国尚鲜为人知，显得新鲜，才格外引人注意。

S：有些论者似乎不重视这一点，于是在有些评论文章里给他们帮倒

忙。他们并不是封闭的一群，他们的观念是开放的，他们的活动也是开

放的，严肃音乐的各种领域（不仅仅是纯音乐）他们都积极参与。说他

们“与‘俗’音乐界——流行音乐了无相通”，更是出于无知的想当然。

其实，往来于“土洋”之界，驰骋于“雅俗”之间，正是他们的优点之

一。

L：他们从来还不曾绝对化地割断历史，说他们“必然地表现出完全

不同于以往的创作观念”（“必然地”三字还打了着重号，真不知何从

说起），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无知的想当然，结果却恰好是用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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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维方式来要求他们。说他们“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反‘复制’倾向”，

只能是将他们“复制”成西方现代派中的极端派。从今年（按：1986年）

在香港举行的“现代作曲家音乐节”中可以看出，他们受西方现代派中

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其实是最小的。开放性、多向性思维才是他们获得

成功的重要原因。

W：现在，他们普遍在已有的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纵览历史，放

眼世界，进行积极的反思。他们正在音乐的进程上，由最初的首先是技

术层次的引进和突破，进而寻求更深刻、更隽永的创造与升华，以求得

真正能够在世界（而不仅在中国）范围内，留下一些真正独创性的东西。

他们是具有明晰的自我意识的一群，可以期待和信赖的一群。过多的担

忧和议论，是不必要的。

32. 多元、多轨、多向——

二十世纪音乐的最大特点

L：自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音乐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分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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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结

果，形成了二十世纪音乐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最大特点——多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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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多向。所有关于二十世纪音乐将走向“大一统”的预言，无论出自

多么伟大的音乐家之口，都失验了。

S：举两个例子、普罗柯菲耶夫曾经预言过：“一种更加朴素、更有

旋律性的表现方式是将来音乐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勋伯格作过方

向相反的另一种预言：“未来的音乐不一定始终是无调性的、十二音体

系的，在个别场合它会又回到有调性。”（在这里他总算很宽宏大量地

为调性音乐留下了“个别场合”的一线生机）显然，两位大师的预言都

没有应验。

33. 普遍的借鉴意义——

“两种类型”和“三种源泉”

L：从本世纪（按：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美国的现代音乐创

作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分离。一种是更多地依椐于传统的、

即基本上站在调性音乐立场上的音乐创作，另一种就是更多地背离传统，

即基本上站在无调性音乐立场上的“实验主义”的音乐创作。从某种观

点来说，前者的重心在艺术创造，后者的重心在技术创新，这不是两个

阵营，而是两种传统、两种类型。同一位作曲家可以同时具有两方面的

传统，可以先后甚至同时写作两种类型的作品。科普兰就是一个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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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他既有《墨西哥沙龙》、《阿巴拉契亚之春》那样的第一类型

的作品，也有《钢琴变奏曲》、《乐队内涵》那样的第二类型的作品。

音乐理论家蔡良玉评论说：“他容纳了通俗性与专业性、民族性与现代

性、传统与革新这些方面于一身。”这样的体现了多元化精神的作曲家，

只可能出现在二十世纪。

S：我还想介绍一下东德（按：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音乐理论家特

劳德·埃贝特-奥伯迈尔关于波兰音乐发展情况的一段论述：“波兰当代

的作品基本上是以作曲方面的遗产和本国丰富多采的民间音乐为基础的；

自从转入本世纪（按：指二十世纪）以来,在国际上产生的某些具有独创

性的音乐现象也构成了波兰当代作品的基础。”他把这些称为“三个源

泉”。简单地说，就是民间音乐传统，调性复音音乐传统和无调性音乐

传统。

W：美国现代音乐中的“两个类型”，和波兰现代音乐中的“三个

源泉”，我看对于发展我国现代音乐创作，都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S：从理论上讲，也许还是梅西安说得对：“在创作中，为什么要排

除这一种或那一种手法？”今后的创作，固守“两个阵营"，实行“门户

关闭”，似乎是前景不够宽阔的。几乎绝大多数作曲家都在融汇、吸收

各种作曲技法，或是以调性音乐为基点（例如巴托克），或是以无调性

音乐为基点（例如贝尔格）。可能性是无穷的。目前，更多的作曲家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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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更愿站在前一个基点上。

34. 多元、多轨、多向——

走向二十世纪的世界

L：正因为二十世纪世界音乐潮流是多元、多轨、多向，所以“走向

世界”也是多元、多轨、多向的。“走向世界”包括两方面的含意，既

是向世界吸收，又是向世界贡献。而这两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该是

多元、多轨、多向的。那种狭隘的价值观——以为只有某一种风格、某

一类音乐作品才有价值，才能走向世界，其他的不是粗俗，就是荒唐，

不值一顾——不合当今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当今世界音乐发展的事实，

实质上是传统观念的折射。

S：关于“世界大师”，也是近两年来议论得较多的。首先应该明确，

在当今多元、多轨、多向的音乐世界里，象贝多芬那样的一个人代表一

个音乐时代的现象，永远不会出现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大师”，只能

是多元、多轨、多向的“世界大师”。在当前，我们还是少谈“世界大

师”，用“具有世界影响”这种说法为好。例如在美国，科普兰是具有

世界影响的，格什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约翰·凯奇是具有世界影响的。

可是看一看这三个人是多么不同罢！不同点大大超过了共同点。也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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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一个人能被全体“公认”，也许“不被公认”倒是二十世纪“世

界大师”可能具备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三个人都具有世界影响，

恐怕就没有人能够反对了。我看在当今中国，任何一位作曲家，能有任

何一种类型的作品产生世界影响，就都是值得称道的。所以，“走向世

界”的道路应该宽阔，再重复一遍，是多元、多轨、多向的。

35. 如何肯定和否定——

关于“新潮”的音乐批评

L：当前关于“新潮”的音乐批评，我认为有两点不足。一是光谈技

术，不谈艺术，更不谈观念，罗列一串新技术，哪个作品新技术用得多

作品就好，用得少作品就不好。这种批评方法其实是西方曾经流行过的

一种过了时的方法。1977年联邦德国（按：那时德国还没有统一）的康

诺尔德在一个报告中说：“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中等创作

水平上，只要把新素材用目录的形式加以罗列就够了，但是在今天这样

就不行了。”仅仅在作品中“发表新的素材”就不行了，“艺术作品的

价值还是要从别的考虑上取得。”

S：我们确实常常不自觉地去做外国人以前爱做的事情。

L：批评的第二个不足，就是常会遇到一些文章对“新潮”提些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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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要求，以至指责，实际上是用旧有的观念，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观

念来要求某些新创作。举个例说吧，巴托克曾经讲过：“不可能把毫无

疑义的有调性的农民音乐当作无调性专业音乐的基础。”那么我们怎么

能够独独要求中国的无调性专业音乐一定要有许多“民族风格”以及感

情刻划和通俗性等等，那不但是“缘木求鱼”，而且是太强人所难了！

S：北京的臭豆腐，重庆的怪味胡豆，大家都知道吧？有人特别喜欢，

有人特别不喜欢。这都好办。“愿者上钩”就是了。你爱吃臭味、怪味

你就去吃，你怕吃臭味、怪味你就别吃，反正食品商店里实行“多元化”，

别的好吃东西多得很。可是你一定要吃，却又嫌它臭、嫌它怪，这就有

点不讲理了。

L：对待北京臭豆腐和重庆怪味胡豆的批评标准应该是“不臭不要钱”、

“不怪不要钱”。文学界不是有祖慰的“怪味小说”吗？音乐界为什么

要回避呢？

S：有人会以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为例，证明对于无调性作品可

以如此这般的要求等等。可是这首作品究竟算无调性还是有调性，理论

界还有不同意见呢。再说，不能以一个作品为模式来要求其他嘛。批评

上的划一、类比，是最叫作者啼笑皆非的。

36. “反传统”和“远交近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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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反对封闭性

L：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最爱高举“反传统”的大旗。其实，无论怎

样激烈、怎样彻底的“反传统”，总是摆脱不了“远交近攻”——它所

反叛的，其实只是与它最近的传统，而为了反叛与它最近的传统，它少

不得要到离它较远的传统——地域上远的，如东方文化，时间上远的，

如中古远古——去搬救兵。一句话，它到底还是在人类文化积淀中打转

转，跑不到“天狼星文化”里去的。因此，自我封闭实在愚蠢，也是自

欺欺人。所谓“完全不同于以往”，只不过是属于“时髦的好听话”或

者“好听的时髦话”之列，其实谁也办不到。打破封闭，提倡开放，是

现代人思维特征之一。

37. “民族性”与“全球化雷同”——

再谈反对趋同性

S：由于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民族性”的退化将会带来“全球化雷

同”的危机，这不符合多元、多轨、多向的大趋势，事实上也不可能发

生。“民族性”并没有在二十世纪音乐中消失，只不过与十九世纪表现

不同，一般来说，是由外在特征（例如民歌旋律）更深入到民族的精神

内涵（神韵）。“民族性”不会消失，正和作家的个性不会消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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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个性里，包括着他所属的群体的共性、时代的共性和民族的共性。

“世界主义”音乐并不真的是世界各国人民都能接受的音乐，从最好的

方面来说，“世界主义”也代替不了绚丽多采的各民族的音乐文化，至

多不过在各民族音乐文化之外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叫做“联合国乐

派”吧，就象语言中多了一种“世界语”一样。

W：更进一步地说，这是因为人类本能的审美要求要求新鲜的、无

止境的审美信息，总是“求新趋异”。而“全球化雷同”只能使音乐信

息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思维上的趋同性造成的恶果。大家都赶时髦，

大家都拥挤在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上，何苦呢？

38. 简单、痛快和荒谬——

再谈反对单向性和先验性

L：任何艺术都不是自然，因而都是“不自然”，甚至连“照相写实

主义”也是对自然“歪曲”的结果（因为把立体变成了平面）。但因此

认为离现实越远越好，离现实越远价值就越高……却是荒谬的。这就是

“单向性思维”的结果。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过协和与不协和概念作为例

子。其实可举的例子还多得很。例如创新问题，作家自我意识问题，淡

化情感问题，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等等，真是举不胜举。单向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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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容易的，最痛快的，也是最荒谬的——它可以把一切正确的命题都

变为荒谬，所以也是害处最大的。以后如有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好好深

入议论一不这个问题。

S：音乐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究竟是不能等同于科学的。科学规律尚

且要从客观事物中抽象，艺术当然就更要靠实践中创造。因此，先验地

规定音乐如何如何必然成功，如何如何必然错误，动不动就上升到什么

“道路”、“方向”，甚至不恰当地冠以或贬或褒的政治帽子，难免不

走进死胡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这是先验论思维的必然后果。

39. “现代思维”和“作家的棺材钉”

——关于宽容

W：现代作品，现代技法，核心是现代思维。以开放性代替封闭性，

以多向性代替单向性，以创造性代替趋同性，以实践性代替先验性，中

国现代音乐创作才能生机勃勃，才能走向世界。

S：鲁迅先生有一段名言：“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

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对待一个作

品，对待一个作家，对待一个群体，对待一种风格流派，要是说它好—

—是因为具有普遍性，永久性，完全性；要是说它不好——是因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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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永久性，完全性。这样的批评方法，至今仍在流行。至少，是

期望过高、要求过急了。由于我国的复音音乐创作相对的不发达状态，

当前我们仍是应该把重心放在观念和技法的突破。因此对于新的探求，

尤其要格外宽容，切忌求全。有些现象如果现在不好作结论，就不要急

着做。否定与肯定的结论都不要急着做。有些问题在事后回顾，比较容

易看得清楚，而且不那么激动。有什么不好呢？

40. “布里丹的驴子”和“辩证法的运动”——

寻找合适的位置

L：人类由对于音乐的最朦胧、最初级的追求开始，由单音音乐发展

到复音音乐，由协和领域扩展到不协和领域，由调性音乐进展到无调性

音乐，到了“现代技法”极端派（例如凯奇）那里，绝对地否定了以往

创造的一切，使音乐看来正好走完了一个圈子，一个“轮迴”，似乎重

新又回到了它所脱胎而出的那种原始的、混沌的散乱状态。这就给当代

作曲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近乎无穷的施展天地。贝多芬可没有

得到这样的方便。

S：但是同时，也就给当代作曲家背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选择”的

重负——贝多芬可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也就是在无比广阔的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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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的海洋中选择自己合适的位置。是创造还是荒唐？是进步还是时

髦？是革新还是倒退？在各种可能性很难分清优劣的情况下作出抉择。

作曲家们有时不免陷入“布里丹的驴子”的困境。

L：“布里丹的驴子”，是说一头驴子站在两堆同样大小、同样远近

的干草之间。因为没法决定吃哪一堆干草而饿死。当代作曲家所面临的，

可远远不止两堆干草啊！

W：这里有个信心问题。我们应该相信“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在无

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恩格斯语）从宏观的、历史的视角

看问题，相信每个严肃的、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作曲家都会在“同样的辩

证法的运动”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因此，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全文完）

（说明：本文作于 1986 年 11 月，尚未问世即遭学霸博导 Jv 君

恶意肢解，至今未能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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