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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人为什么歌唱》

内容概要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由安东尼·西格尔编著。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如下：
苏亚人的“歌唱”并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歌唱，因为在苏亚人语言中没有相等于我们的音乐和歌唱这样
的词汇。所以苏亚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歌唱或从事音乐活动。那么，在我们听来他们的确是在歌唱的
“歌唱”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也就是说，这种“歌唱”对他们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苏亚人
的“歌唱”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内在的，另一是外部的。内在的意义体现在“歌唱”对血缘、家庭
的维系，对生产、生活、生存的作用，对视觉形象的表达，对宗教膜拜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歌
唱”不是音乐活动而是语言传达，“歌唱”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对音程、音阶、音值、音
节、音色、音响的规范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歌唱”，
因为这是苏亚人的生命和生活。苏亚人“歌唱”的外部意义是象征性的，是一种部落的符号，是我与
你的对比，是自我存在的化身，是历史传承中牌坊式的东西，也类似于战争中号角式的作用，是一种
社会化、政治化的意义。从现象上说，这种“内在”和“外部”的意义是功能性的，但是，本质上它
们是观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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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人为什么歌唱》

作者简介

安东尼·西格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民族音乐学教授；史密森尼民俗录音工
作室前任理事；民族音乐学会前任会长；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前任会长和现任秘书长；美国
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他还是另外四本著作以及五十多篇文章的作者或编者，内容涉及音乐人类学
、 民族音乐学、档案以及印第安人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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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人为什么歌唱》

章节摘录

　　有时候一个人的灵魂在自然界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上一代的时候，大约30%的苏亚
人男人和女人的灵魂和蜜蜂、鸟、鱼和树同在。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的灵魂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会移动
。在腿被射中后，一个男人的灵魂从树那儿转移到箭杆那儿。另一个在被箭射中眼睛后灵魂从鸟那儿
转移到箭杆。一个老人的灵魂从犰狳群转移到女人的阴道中去：在上岁数时候，他只作命名的那些歌
曲以及女人外阴的动作，这些被看作是淫秽、有趣，极适合老年人唱。这些灵魂坐落的地点通常伴随
着事故、疾病或者社会地位改变。　　不是所有苏亚人都会永远留在动物王国。许多人描述他们在病
得很厉害的时候，自己的灵魂是怎样和鸟、蜜蜂或者鱼短暂地在一起。他们会非常详细地给那些着迷
的观众讲述自己的经历。一个男人描述怎样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鸟。他描述了自己在飞之前把羽毛弄
皱的场景——他的手和胳膊飞，并发出声音，他自己不会搞错那声音。他说鸟正在举行典礼，还在唱
歌。他们邀请他一起唱，他照做了。他为观众低声唱歌。然后他们飞走去找食物，这是典礼中重要的
一部分。他描述在地面上空盘旋。人们问他问题，“你害怕吗？”“你能看很远吗？”“你吃什么？
”他回答了每个问题，仔细诉说他提到的事情。当他和其他秃鹰一头扎进一个腐臭的内脏时，他达到
了高潮。“嗯，这典礼食物真好吃！”秃鹰说（对于观众来说这很恶心）。他们飞到一条小溪，他描
述他们是怎样喝水并把水浇到羽毛上的。“我又热又渴。”然后他说，“我不再是自己了。”突然，
鸟不再是鸟，他正躺在自己的吊床里叫喊着，“水，水，水。”他的母亲给他水，等他好了之后，他
唱了刚学的歌，和鸟一块儿跳舞。由于他的灵魂已经回到身体里，他就不再学任何其他歌曲或不教村
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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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人为什么歌唱》

编辑推荐

　　在那些漫漫的长夜，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坐在村中的空场上，回想着我们一起做过的事，一起
唱过的歌，我们带去的礼物，推测着我的孩子们长多大了。而几千里之外，在不同的星空下，我也时
常回想我们跋涉过的河流，野蜂蜜的滋味，我们体验过的兄弟情谊，那些风景、那些气味以及那些交
织在一起的一次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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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人为什么歌唱》

精彩短评

1、减一星为翻译。除了那些自以为俏皮的所谓（一个死窜人眼里的）北方味以外，van翻成冯，特纳
翻成图尔内简直让人无语。名字打到封面上意味着请您多付些责任心。有扯那些咸蛋的劲何不把这义
正辞严的书译名改成“苏亚人干哈唱歌涅”呢？
2、翻译得太。。。
3、苏亚人为什么歌唱？苏亚人认为生病是因为自己冒犯了巫师，巫师窃走了他的灵魂，把它丢到了
动物的国度。病人只要唱他从这种动物教他唱的歌，就会痊愈。因此，在苏亚人看来，所有的歌者，
都是丢失了灵魂的人。按：苏亚人这种对于歌唱的解释，跟中国民间对通神的解释很像。故曰：歌能
通神。
4、民族志部分做得很不错，给我不少启发。1.音乐和咒语之间的联系。2.“图腾”观念的真实呈现（
其实这本书里没用这个词，现在谁用谁“民科”）——人为何想象成动物，比如列维笔下的博罗罗人
（鹦鹉），和本书中的苏亚人（老鼠）。3.仪式的周期性特征（年度仪式代表生命周期重启）。最后
的附录有些惊艳：谈了人类学家如何参与地方社区发展，也呈现了印第安社会乐观的前景。就是后半
本翻译得有瑕疵，但不影响阅读。
5、三星半，不是传统人类学，也不是音乐学，但是这种努力的尝试确实是开拓性的。书中的错别字
有几个，校对不仔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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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人为什么歌唱》

精彩书评

1、刊载于2014年9月10日《音乐周报》正如序言里所说，这是一本关于南美土著社区（更确切地说是
巴西印第安的苏亚人社区）歌唱的书，是研究音乐和音乐在社会化过程中角色的书，所试图解决的问
题很鲜明：“为什么他们会（以这么特殊的方式）歌唱和表演，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然后从这个问
题周旋开去，你会读到一本洋洋大观的人类学调查笔记，从苏亚人的生活、语言、食物、捕猎、祭祀
，绕了一大圈，极尽详细之事，最后回归到了全书的核心——歌唱之上。读后方知，这本耗费安东尼.
西格尔（Anthony Seeger）32年调查、录音过程的著作获得了美国音乐学学会（AMS）的嘉奖，在我看
来名至实归。这本书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剖析苏亚人的歌唱习俗的——外在形式，即语音；内在动机
，即宗教和社会理念。关于前者，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对话录音中悉心分析，如书中记下一段非常有意
思的神话故事，描述了苏亚人如何从老鼠那儿学会在了在菜园里种植粮食的。麦克风准确记录了故事
、磨碎玉米、鹦鹉叫声和孩子们的尖叫声，以及在皮肤上拍打蚊子的声音。作者从这段录音中分析出
了苏亚人歌唱艺术的几大要素——音调、音素、音色和速度变换，以及一些韵律和音调结构的出现。
于是从此例子开始，拓展到了诸如咒语、演讲（与讲述不同，大多在典礼上，涉及有身份的人或事）
的音节分析，最后集中论述叫喊歌曲与齐唱歌曲的种种特点，如总结出每首叫喊歌的歌词必定由三部
分组成：1）动物、昆虫或植物的名字 2）一个与这种动物相关的动作 3）te-te-te的音节。为什么会这
样呢？因为苏亚人最擅长模仿动物的生活特征，唱歌时尤甚。他们会学习一只鹿或者老鼠跑着穿过草
原或撑筏跑的动作，也可以说是跳跃——右胳膊拿着摇响器，蹦蹦跳跳，以脚跺地，而身上的跳舞披
风发出簌簌声，上下起落。这样的场景是苏亚人歌唱活动中的高潮。而对于这一类歌唱活动的内在动
机，或者说起源，作者也作过深入的调查探访。苏亚人的传统认为，巫师是部落中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一般非常嫉妒，一旦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惩罚别人，他们会自己变形为动物，侵扰犯错者，或
者将犯错者的灵魂拿走，扔到河里、树丛或者某一种动物的身上，而那些灵魂被放逐的人会得病，但
是他会在这段时间内体会到动物的经历，从而在灵魂恢复的阶段里可以传授一些以动物为本体的新歌
，比如一条鱼或者一只鸟的歌——他或她虽然丧失过灵魂，但是从今往后会因歌曲知识而受到敬仰。
文中考证，上一代时大约有三成的苏亚人男人和女人的灵魂到过蜜蜂、鸟、鱼或者树的地方。这样一
种原始信仰被一代代传递、加强，最后成为了他们群落宇宙观的基础。而苏亚人的歌唱欲望主要在每
年定期的典礼上得到释放，每年春夏秋冬，族群里都有对应的歌曲与之对应，比如“玉米成熟”时唱
大老鼠歌，旱季时唱蜜蜂歌等等，书中认为：“他们的集体生活本质上说是典礼生活”，而歌曲在每
一次典礼中帮助生产协调和事物分发，不同的社会角色，唱什么，怎么唱，在哪里唱，什么时候唱，
给谁唱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所以苏亚人的歌唱不仅是倾泻个人情感的途径，更是着重要经济生活与社
会交流作用的必备品。书中提到的部分观念在我们看来自然有其不可思议或荒诞之虞，可是歌曲这种
艺术形式竟然在这样原始自足的环境里也能很好地得到弘扬，不得不说是这本书的独特立意点所在。
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作者安东尼.西格尔无疑是付出过艰辛代价的——在32年间多次探访，同食同
住，同劳动，同歌唱。在书末尾的”启示“一节中，他诚恳地提出了几点人类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诀窍
，其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当属”我们应当非常小心地避免通过录音技术定义什么是音乐，什么不是音
乐，而我们绝不应该只研究像我们社会称为音乐的形式“， 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发自心底的尊重和
友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访问苏亚人部落的田野工作结束之后，作者与妻子一直在尽其所能帮
助改善那些苏亚人的生活，甚至尝试过缓和、调停剑拔弩张的土地矛盾，而32年来双方维系的感情从
未有过大的间断：双方的孩子们玩成一片，互相教授语言、舞蹈以及新的歌曲，学习使用新的科技。
他说：”在那些漫漫的长夜，他们一定会回想我们一起做过的事、唱过的歌，推测着我的孩子们多大
了，而几千里之外，不同的星空下，我也时常回想我们跋涉过的河流、野蜂蜜的滋味，体验过的兄弟
情谊.....”读到这里，我基本明白了，这样的田野调查绝对不是一本小书能够囊括得了的，书虽合上了
，故事仍远远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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