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3

音乐地理学与音乐人类学的综合运用
——— 以江西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为例

■尹勋锋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集多元人类文化为一身。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地理环境和文化意识密不可分，具

有深厚的民族性，对它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学科向度中。本文借鉴社会科学的学科理念，提出研究本土

音乐文化，在关注音乐本体的同时，更要强调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综合运用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研

究方法，拓展音乐研究多维视角是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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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昌 330013)

一、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研究的学科向度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现实生活中，人

们将自己创造的文化通过口耳相传巩固和传承下来，展

示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

成为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石和文化生命的重要标识”
[ 1 ] ( P93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仅对“音乐”研究的方

法界定就历经了 15 年的研究时间，先后提出了三次方

案。先从“在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开始，发展到“作为文化

的音乐研究”，再延伸至“音乐就是文化，音乐学者所做

的就是社会研究”。在方法论中不断地论证文化的重要

性。他认为:“音乐不仅是声音，人类行为是产生声音的

先决条件。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孤立存在…

…音乐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形

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2 ] ( P32 － 34 )英国民族音乐学家

斯托克斯也指出: 地域或地点是社会活动具体的地理背

景，其中，音乐事件展示了地域内涵，反过来，通过音乐

也可以构筑地域，涉及差异和社会界限。人们可以用音

乐来为自己定位，从音乐中认识自身所拥有的身份标识

和自我。 [ 3 ] ( P3 ) 中国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也曾将“人地关

系”和“区域”这两个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有机地

结合起来，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和思想，

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 4 ] ( P266 ) 由此

可见，任何形式的音乐艺术，与其产生地域的地理和人

文环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江西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以其浓郁

的乡土风格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江西省内已流传千百

年，成为当地人民经济生产与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江西省的音乐学者对本

土民间音乐的研究，至今仍较多地停留在田野考察的初

级阶段，使用归纳、总结的方法记录乐谱或记述表演过

程。虽然这些研究手法是民族音乐研究的必经之路，但

对待现有的已发掘的本土音乐文化，只满足于把流动的

声音和表演画面用文本的形式来“翻译”和“解释”，并以

录制音像的形式来留存，已不能适应深入开展音乐学研

究的需要。因此，笔者结合前期的研究心得，主要以研究

国家级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宁打鼓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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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西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方法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以

期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关心江西的传统音

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对待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应当转向音乐地理学和

音乐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向度，把以往单一的音乐形态研

究纳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学科内进行交叉研究，才能更加

贴切地理解、运用和发展本土音乐文化。

二、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综合运用

音乐地理学是研究音乐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

关系。研究“音乐—地貌—人类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

系。[ 5 ]学者可以运用这一学科的观念和方法研究“音乐区

域”，分析音乐的演化过程及地域扩散的特点，明确区域

文化的特征。

音 乐 人 类 学 主 要 关 注 的 则 是 人 类 的 音 乐 行 为 方

式。将音乐的概念延伸到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的文

化范畴，阐释“观念—行为—音乐声音”三者之间的相互

关系。重视“人”的行为，提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考

察，在实地考察时所要关注和采录的， 不仅仅是狭义的

音乐形态。人类音乐学所倡导的“音乐本体”是“声音本

体”和“行为本体”。

如果说“人”与“音乐”的关系，决定了音乐之本身的

一切属性，那么，地理因素就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从

而影响到人类的体征特点和性格，并直接作用于音乐的

风格特点。“地貌”与“人”的行为相辅相成，它们共同决

定了音乐的性质。在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两种研究

方法之间，所关注的音乐学问题有许多交叉重叠的方

面，但音乐研究视角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在

以往的音乐风格区域划分中已经具有音乐地理学地域

空间分布研究的性质，但初期的研究多从音乐形态 (旋

法、结构等 ) 方面进行“定性”描述，较少探讨音乐风格区

域形成过程中的地理环境要素。在音乐区域的空间分

布、音乐体裁、音乐形态、方言音调上，严格地按照地理

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研究音乐文化，却是后现代民

族音乐研究的新模式。它们有两个不同的学科研究重

点。音乐地理学侧重于区域音乐文化的研究; 而音乐人

类学侧重于“人”的观念与行为。如果能对它们之间进行

互补运用，可以合理地弥补对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

不足。因此，要使音乐研究向更深层的知识构架迈进，必

须要求音乐研究者具备广泛的人文知识和修养，善于敏

锐地捕捉音乐文化的本质———“人”与“地域”，“观念”与

“行为”的多重关系。它们唇齿相依，缺一不可。

三、以音乐地理学方法研究区域音乐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将地方志、族谱、

史书、类书等现存的文化典藏综合起来，搜集、整理相关

的历史文献，可使研究具备明确的音乐地理学学科特

征。下面以江西为例进行分析:

( 一) 江西人文环境与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联

系

江西山灵水秀，哺育出众多历史文化名人。这里自

古读书成风。江西哲学家众多，朱熹、陆九渊是理学两大

派的开创者; 宋、元、明有三部大类书《册府元龟》、《经世

大典》、《永乐大典》，主编是江西人王钦若、欧阳玄、解

缙。江西史学家在现存的《二十四史》中，共主修五史。元

朝马端临是大型史学著作《文献通考》作者。江西诗人、

词人、作家、戏剧家众多。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列入唐宋

八大散文家。以陶潜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和隐逸诗派，以

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江西词派，由欧阳修、王安石奠基

的主张以理入诗的宋诗派; 由黄庭坚开创的倡导言必据

的江西诗派，由杨万里首创的致力清新自然的诚斋诗

体，由文天祥、刘辰翁等兴起的爱国诗体，由汤显祖开创

的以情代道的临川剧派等文学方面的派别，在历史上影

响重大。

浓厚的文化根基使得江西历代歌、舞、戏曲盛行，民

间文艺丰富，历代文人都对江西各地民歌有所描述。单

是对武宁当地盛行山歌的画面就有“夕阳过处樵歌歇”、

“古渡渔歌何处洲”等描述。类似这样的佳句在江西各地

不胜枚举，为研究江西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

了珍贵的资料。

( 二) 地理位置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一带，与六省交界，古称

江西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常态地貌类型以山地和

丘陵为主，适合种植水稻，境内拥有许多因地理环境而

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特色音乐体裁是我省传统音乐类

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标志。“武宁打鼓歌”就是其中的一

种。它与其他“稻作文化区”的“田歌”，劳动形式和演唱

方式不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

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演唱十分自由的“山野之

歌”。武宁大面积的山林地貌，劳动强度很大，需要采取

集体劳作、集体换工的方式。由半职业的“歌师”们站在

田头击鼓领唱，劳动者紧跟其后和歌，出现一“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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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演唱形式，以解除劳作者的疲劳，鼓舞干劲。无论

开山锄禾还是采茶，当地一律采用此种特殊的表演形式

演唱， 粗犷的风格与武宁多山的地貌密不可分。这也是

武宁打鼓歌有别于江西其他地方农事歌曲的原因。因

此，在研究口传心授的民间歌曲时，一定要根据各地的

地理位置和各地的地貌特点来进行音乐结构的分析。

四、以音乐人类学方法研究“人”的行为

根据以上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地域形

成了当地音乐的“本体风格”，也形成了该群体独特的音

乐审美观念。这使得我们把专注力再次转向具有共性思

维的“人”，以音乐人类学的方法阐释该群体的共同观

念。

( 一) 研究性格、语言、行为所产生的独特音调

江西民歌是即兴性很强的地方音乐体裁。人们会根

据山野劳动强度，即兴编配作品。以武宁为例，它属于江

西省的赣西北民歌区，从歌唱的内容、结构与气质等方

面都体现出当地人的性格、方言和审美共识。武宁方言

词汇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古汉语词汇，武宁

方言语音系统保留了一套完整的中古全浊声母，声调有

明显下滑的特点，读音仍保持中古时代的不送气的浊

音。另外，武宁打鼓歌中常用到的音程以级进为主，二

度、三度、四度在某些片断中，频繁出现，领唱与和唱之

间还形成了八度的跨越。在旋律进行中曲与词的比例基

本上是一音对一字，非常符合山里人直率、豪爽的性格

特点。武宁打鼓歌用当地口语化的方言演唱，自然就含

有当地人说话的语言、语气和表情形象，这种地方腔调

成为歌曲的基本素材，乡土味十分浓郁。

( 二) 音乐人类学所关注的“生存境遇”

音乐人类学从建立之始就视田野作业为学科的理

论基础，只有以面向文化本身的态度并理解其“生存境

遇”，我们才可能对其中的音乐行为进行整体的把握。

俗话说“一乡一调”、“十里不同音”。江西口传的非

物质音乐文化如果离开了方言乡音就等于失去了自身

的艺术价值与魅力。因此，对它的研究和保护、传承一定

要依靠当地有着共同方言和音乐审美习惯的当地人。面

对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境遇，不但要通过老艺

人们传唱、音乐工作者记录的方式来完成“静态”的音乐

保护; 还要进行“活态”的音乐创作和传承保护。各地文

化系统的音乐工作者以本土音乐为基本艺术素材，创作

上演改编后艺术性更强的舞台作品，是一种值得推广的

“活态”保护方法。

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把更多的人文关怀给予老一

辈的民间艺术传人们，创造可以施展他们艺术才华的平

台。尤其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目前还很少有人能够继承他们的独特技艺，积极推

广民间音乐文化势在必行。据笔者调研，目前把传统音

乐类非物质文化编成教本，请进课堂的，唯属武宁县。从

2009 年开始，全县中小学每周一课“武宁打鼓歌”。在武

宁当地出台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计划中，乡音文化茁

壮成长。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音乐研究理念阐发，在

研究方法上越来越侧重于“民间音乐”的历史性、民俗

性、共生性及多元性。在对它的不断认识中，学术界产生

了“音乐建构”这一新兴词汇。 [ 6 ] ( P109 ) 它向学者提出在对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研究时，不但要坚守对音乐本体

的研究，同时更要强调文化含义，这不仅是一个概念的

延伸，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和解释方法的拓宽。也正是

这样的“视野”， 为当代学术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

间。作为“原生态传统”的本土音乐，在各地民间知识体

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在当今社会仍就执著地延续

着自身的生命轨迹，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生命……我们

相信，江西本土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这一民间奇

葩，定会勃勃生机，越开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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