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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繁叶茂》

内容概要

《枝繁叶茂：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将通过与近代史事件、文化史和精神史的背景，来阐明西方音乐
在中国的历史是靠内在的能动性，并非所有音乐文化都有这种能使自己的音乐文化普遍化的能动性。
为什么中国音乐有时候能与西方音乐共生，有时候则否？我的讲述经常离开了狭义上的音乐史，但有
一点应该是明确的：西方音乐在中国的这个发展过程开始了她的普遍化，尽管它有时总一再由于政治
缘故或间隔停滞、或由各种最不同方式的文化对抗成为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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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繁叶茂》

书籍目录

前言
1．“外”和“中”——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
时间模式：“中”和“外”之间的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
2．“根”和“枝”——第一次鸦片战争直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
“根”
“主干”：上海
题外话：上海市工部局乐队的历史、结构、纲领
“主干”和“分枝”：上海、哈尔滨、北京及各位音乐家的生活道路
3．“洋为中用”——西方古典音乐在共产主义的中国（1949年～1978年）
1949年后中国音乐的两个阶段
“文化”和文化大革命
样板戏及其京剧的发展
折断了的“枝”
多样化在中国——历史回顾
开始扎根：“新音乐”
延安精神
“洋为中用”
歌曲
4．明星的时刻——西方古典音乐在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的中国
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差异-1978年后从缝隙间发展的西方古典音乐
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及反思民族身份：爱国主义和民族声誉
世界一体化——文化的差异
贝多芬回来了
公共精神的殿堂
新潮音乐
触及思想与创新——世界音乐关联域中的中国音乐（谭盾）
屋漏偏逢雨——中国音乐与市场经济
“我”的新迷信
崇拜与冷眼——新星
新、老英雄模范
5．两位西方古典音乐的传播者——德理格和谭抒真
接近和陌生——中国历史与外国人打交道
从皇宫到教会学校
德理格（1670年～1746年）
时异境迁：从德理格到谭抒真
谭抒真（1907年～2002年）
附录：小提琴及其制作在中国
6．音乐是快乐——论中国音乐的“中国性”
新音乐的折衷主义、音乐的智慧、断裂的认同
音乐里的中国智慧从何而来？
中国音乐的基本特性
音乐的意义
中国音乐的普遍性和“中国”性
文人音乐和钟子期的故事
7．结束语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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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繁叶茂》

精彩短评

1、译者是刘经树。。。添加条目的同学啊。。。看过后更觉老调重弹，毫无新意。15块钱虽说不多，
那也是一碗烩面钱呢，还我烩面来！
2、这种视角本来可以写得很有意思，但偏偏行文如此沉闷。结论有点奇怪，互联关系产生的文化间
性被归到全球化的作用中去？还是我的理解有误？
3、总体上很喜欢这本书的视角：西方人汉学家看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当中也涉及到蛮多中
国人自身可能不敢触及的历史政治面（毕竟，音乐是『资本主义的』，逃脱不开这段历史）。短小精
悍，原可以展开写一大部头的，如今浓缩至有些地方的衔接不够。文化理论也足够多，就是太简练了
，权且当做索引。（翻译有不少或文法或逻辑上的瑕疵。）
4、对西方音乐在中国如此了解的外国人，确实少见。书中整理列举的1949-1978年间的诸多中央政策
原文，以及海外及港台的参考文献，是很有价值的。
5、翻译或者原文让我读的头大  不过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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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繁叶茂》

精彩书评

1、即便是普通的业余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也很少会问这样的问题：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是如何传
播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西方古典音乐似乎已经像是空气阳光一样自然而然的存在。一个点是『
西方』，其实较之中国古典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传播也更为广泛有力；另一个则是『古典』，即便
流行音乐受众更广，许多古典曲目也能通过广播电影也渐渐深入人心。这本《枝繁叶茂——西方古典
音乐在中国》是以西方人视角写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从远处描写的道路，异乡人的目光
，可能反倒更为客观。同样的视角，经典的作品有如记录Isaac Stern中国之旅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又如记录柏林爱乐2005年在中国的旅行演出的《亚洲之行》。文中援引Zofia Lissa的话：”在应视为
近代音乐文化整体的情况下，我们不得忽略在各个文化圈子、地理位置、文明、民族、种族里传统和
发展线索的原则差异：不同的声音材料也许产生于对音乐聆听的不同敏感；在这种材料的基础上形成
不同的乐音系统，产生乐音材料理性化的不同类型和程度；不同的构建原则要求线性聆听（单音）或
垂直聆听（多声部）的优势；最后，这种艺术在所涉及的文化的宇宙概念中处于不同位置，所有这些
还不算今天世界上许多不同的音乐文化。”——作者将这些描述应用于研究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之间
的能动性关系。时间上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羽管键琴，康熙年间
，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引入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德里格以柯莱里风格创作了演奏曲。但此时只是蜻蜓点
水一般的文化交流，真正的”扎根”，要来到近代，作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势力逼迫
中国的开放阶段、1949年后关闭的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除了历史背景之外，作者的文化理论
视角也很具有启发。值得留意和发散思考的几个细节：1881年成立的上海市工部局乐团，是中国最早
的管弦乐团之一，这支乐队不属于学校或公司，而隶属于从事国际租金管理的上海工部局。——这一
点尤其使我想到西方艺术中艺术的兴旺无不与经济物质上的繁荣有关，而中产阶级的兴起，恰恰提供
了艺术繁衍的市场。事实上，中国皇朝是世界观上中性的国家，历史上始终与不同文化相遇。到了近
代，『中』和『外』、中国和西方的直接对峙是虚构的。意识形态运动推动这种对峙，以至于它阻碍
了文化间的视野。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一旦开始就很难摘下，尤其是
思维习惯上的，新音乐的革命色彩如《黄河》，延安精神延续下来的样板戏。而为了化解中国解放后
社会要求和现实间的矛盾，中国的音乐也具有折衷主义现象，诸如《梁山伯和祝英台》和《黄河》。
回到当今世界上的音乐文化，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以东方西方两个封闭的体系来归纳。他采用贝尔格
《全球文化的四种特征》的分类：第一种特征”达沃斯文化”，完全国际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民族
、文化的起源对它不起作用。第二种特征是”学科俱乐部精英”。第三种特征是”麦当劳的世界文化
”，即全球的流行文化。第四种特征是”基督教的新教”，它被证实为现代文化的传送者。由于”全
球文化的四种特征”，东西方彼此进入一种互联的关系，交往结构不再沿着古代的文化界限前进。梅
纽因便称：”利用我们及所有民族和文化拥有的伟大能力、付出和汲取、传授和学习这种力。这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特别义务。因为，我们终将彼此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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