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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最近民康又完成一部新作，是有关布朗族音乐研究的专著。

民康对我说，田老师，您可得为我这本书写序。 我也觉得是应

该写。

为什么应该为这本书写序? 为什么我也觉得应该写?有什么

奥妙?说起来话长。

先要说说我和布朗族音乐的缘分。

记得是 1972 年第一次去云南西双版纳和思茅采风。 工作计

划的重点是了解和收集当地的傣族、傻尼人、假族的民间音乐 。

但就在版纳州首府景洪的广播电台，昕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接触过

的民间音乐，音调悠扬、轻柔 、 抒情，清脆的琴声伴随着歌声，

好似山间流淌的踪踪清泉。 原来这是布朗族的情歌-一"索" 。

虽然很想去布朗山寨直接采访这些美好的音乐，但由于时间限

制，未能如愿，只能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版纳，把愿望留给

未来。

1978 年，当我和袁炳昌再次去西双版纳，布朗族的音乐已是

我们计划中考察的重点之一。 副海县沿国境线布朗族聚居的地

方，西定、巴达、打洛的许多布朗族山寨，都留下了我们的足

迹。 每个晚上，村寨的男女老幼都会集中在我们进行采录工作的

竹楼里，静静地聆昕本村的歌手们一个一个地为我们演唱各种民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歌， 等到结束当天的采录工作后，我们就会把当天的录音从头问

放一次ο 这时，村民们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议论着，惊讶地向j

问着，这个小小的黑色盒子怎么把我们村里人的声音都收进去

了?要知道，当时不但是边境山村的居民 ， 甚至当地城镇的许多

居民也还没有见过录音机。

这样，我们每天的采录工作都像是在山村举办了一次民间音

乐的采集和展示的音乐会。 我们和村民都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

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这次采风之后，我和袁炳昌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了两篇音乐

散文，用朗诵和民间音乐录音相配合，向全国播放，介绍了云南

南部边境几种少数民族的音乐 。 其中就有我们采录的布朗族音

乐 。 其后我们又在 《人民音乐》 上发表了一篇用文介绍布朗族音

乐 。 据我所知吨通过巾央广播电行和核心刊物介绍布朗放音乐 ，

这在同内还是第一次 。

接着说说民康和布朗族音乐以及我本人的缘分。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民康在中央民族学院作曲专业学习时，

我们已有师生之谊。 80 年代中期，我剧中央音乐学院后 ， 1985 

年音乐研究所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由我负责筹划少数民族音乐

研究方向研究生的招生工作。 民康是第一位前来报考的学生。 没

有想到他呈交的报名论文就是在liJ海县打洛采访布朗族音乐后的

调查报告。 原来民康 1982 年结束在中央民族大学作曲学业后，

在进行专业音乐创作的同时，也参加了云南民歌集成的工作.其

间曾前往西双版纳地区采集布朗族音乐，并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

工作 。 先后在布朗族山寨的采风活动是我们的共同经历 ， 见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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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调查报告倍感亲切 。

音乐学系考生的全部报名材料集中由系里审核， 一天，路遇

系主任蓝玉忠先生，他对我说，这次考生交来的论文中，云南考

生杨民康的论文最好，条理清晰，有内容。

民康和布朗族音乐的缘分没有到此为止。 他 1986 年考入中

央音乐学院之后，硕士论文的选题仍是对布朗族音乐的考察研

究。 在音院学习的两年是民康一生事业中，用扎实与刻苦完成由

作曲专业向音乐学专业转型的重要阶段。 作为他的硕士生导师，

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短短两年期间里取得的学术进展。 在此期

间，他为了更好地撰写学位论文，再次前往布朗族地区进行了范

围更为广泛、程度更为深入的田野工作。 1988 年，民康完成的硕

士论文《中国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不论从内容的全面、

丰富和理论修养的成熟程度，都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

时间过去了 20 多年，经过进一步的学业深造与实践积累，

民康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音乐学者。 当民康拿来他的新稿

《一维两间: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时，我回想起民康 1986 年完成

的《云南副海县打洛布朗族民歌概析》① 和 1988 年完成的硕士论

文，觉得前两次应该是他对于布朗族音乐所做的的阶段性成果，

而这次应该是布朗族音乐研究的第三部曲，是一个结论性的学术

总结了 。

事实就是如此，这部文稿不但是作者对布朗族音乐文化、音

乐生活全面的梳理、分析，而且具体体现了民康多年来形成的学

① 杨民康 : {云南勋海县打洛布朗族民歌概析~， 昆明: { 民族音乐 } ， 1986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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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理念和研究方法。 我们从文稿的上篇"布朗族音乐文化志"和

下篇"阐释性结构分析"的章节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方面的

内容。 深信同行们会从本书吸取不少有益的养分。

民康今年录取了国内第一位布朗族的音乐学专业博士生，现

在又完成了布朗族音乐研究的专著，我为民康的"布朗族情结"

转化出来的教育与学术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用这篇简短的序

言表示祝贺 。

田联韬

2011 年 12 月于中央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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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在今天的中国学界，人们提起布朗族，也许会联想到:首

先，它承续着来白云南与东南亚孟高棉人的共同祖先一-1佳人的

悠久历史;继而，它与云南的傣、德昂、伍等民族及许多东南亚

民族共同享有南传佛教的文化传统 ; 再者，它同傣、哈尼(侵尼

人)、基诺、低、彝、拉枯等民族共居于两双版纳、双江等地，

共同拥有一种以多民族聚居一杂居为特色的区域民族文化。 可以

说，人们对于这个世居深山的族群及其文化领域的知识，目前已

经达到了相当的的认知程度。 然而，以我个人二十年余来的学习

经历来看，局外学人能对之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深度绝非一瞰而

就，而是有一个从远而近 、 由浅入深的体验过程。

根据不同时期对布朗族的考察体验，我对布朗族音乐的认识

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过程。 第一个阶段始自 1983 年，当

我作为云南省昆明市歌舞团的一名创作人员，第一次来到西双版

纳勤海县打1各地区， 一听到布朗族民歌中的几首新【索】，立即

使为其自然独特的风格、清新优美的旋律和别具一格的表演形式

所折服。 此后几年里，我写的一些音乐作品，几篇理论文章，乃

至后来紧接着的考研和写硕士论文，都被这个命题一线所牵 。 当

时我在西双版纳所听到的其他民族的音乐，似乎都统统让位于

它。 可见，这一时期我的思维观念仍然是以艺术和审美为准绳，

以感性认识为先导。 这在我四十年来从崇尚艺术表现逐步走向追

求学术创新的事业生涯中，乃居于某种转型和过疲的阶段。 第二

个阶段是 1986 至 1988 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期间，通



过两次远赴西双版纳山地丛林考察 ， 完成了硕才丁学位论文 《 中国

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 。 在这篇论文里，可以发现一些明

显的变化:比如说在对布朗族音乐文化的描写上.已经从当初比

较纯粹的艺术性思维里走了出来，转而开始去关注历史、 杜会、

经济、宗教等人文环境及自然环境对传统音乐的控制和影响 。 其

中突显了民族学、语言学及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社会科学思维，

在写作上少了一点感性的流溢.多了一些理性的思绪，显然受到

了当时北京学术界及中央音乐学院极其浓厚的社会科学学术氛围

的熏染。 然而，由于当时中同的学术尚未完全走出"文革"思维

的阴影，该论文对于南传佛教文化作为"全民信仰"，对傣族 、

布朗族音乐文化所起的深刻影响尚未能够有充分的认识和相应的

描写 。 第三个阶段则是自 1 996 年以来，我开始了对傣族南传佛

教音乐进行的长达 1 0 余年的跟踪考察。 尤其是 1 999 年至 2002 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较系统地接受民族音乐学学术训练之后，使我对

南传佛教在傣族、布朗族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的核心地位和

所起到的重要文化控制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此后完成的博

士学位论文《论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的文化传统与当代变

迁》 及其他论文里，便开始企望对包括布朗族在内的西双版纳地

区的地域性及民族性音乐文化生态进行整体的思考和把握。

随着研究过程的逐步展开及认识的由表及里， 我所采用的方

法论也体现出如下三个由浅入深的阶段性过程:

其一，聚焦于对象物本身的静态研究。 一项人文社科性质的

课题研究，通常要涉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两者及其互动关系 。 在

研究对象一方，又可再分为行为主体 音乐文化持有者与对象

物一一-音乐现象以及相关音乐文化背景三个方面。 所谓聚焦于对

象物本身的静态研究 即仅以音乐现象这唯一要素为意向中心，

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方法。 由此看来，在我

的上述布朗音乐研究的第一阶段 ( 1983 ~ 1986) ，由于受到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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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音乐研究领域尚占有统治地位的音乐型态学观念的影响，

音乐形态分析在其中几乎成为唯一的分析手段，即带有该类研究

方法的典型特征。 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由于这类方法只涉及

了课题的表层现象和静态分析，尚缺少整体、系统的眼光和必要

的问题意识，在整个以布朗族传统音乐为对象的研究课题中，乃

处于较为片面 、 孤立的初期研究阶段。

其二，聚焦于对象系统的动态一一静态研究。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期，我的布朗音乐研究进入第二阶段(1986 ~ 1996) 。 此时

正是系统论、符号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盛行，以及梅里安姆( A. 

Merriam) 、胡德 ( M . Hood) 等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所倡导的整

体论、功能论方法传入之际，受上述方法论思维的影响，在我的

研究观念里，认为一方面必须充分重视布朗族传统音乐的考察研

究在这个地域性文化生态群落的整体考察中据有的重要地位;另

一方面，也必须去深入地考察和研究文化生态群落对于传统音乐

的生存发展起到的某种"语境"作用 。 此外，也力图从系统论、

符号学的角度，对于研究对象之一一一音乐文化主体 人在其

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给予了一定的顾及 。 可以说，这种研究观念已

经走出仅考察单一对象物的较片面做法， 已经属于一种聚焦于对

象的整体系统，交叉运用动态一一静态的不同分析手段的另一层

次的研究。 然而，这种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当

整个田野考察及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二者之间产生着

频繁互动，并对研究过程及其结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时，整个课

题研究仍然以研究对象为意向中心，而对上述互动过程及其影响

后果忽略不计，以致在学术结论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偏颇之处。

其三，强调"局内 局外"互动关系及"换位思考"的动态

研究。 在第三个研究阶段 (1996 ~) ，随着对傣族及布朗、德昂、

低等孟高棉i吾族群传统音乐的田野考察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以往

研究中所未能注意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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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与不同族群研究对象的频繁交往互动，我开始认识到:

在从事音乐民族志研究时‘作为研究者.有必要兼从音乐文化持

有者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去考察人与物象 、 事象之间的互相依存

关系 。 这就要求我们应该走出仅聚焦于研究对象的误区。 应该承

认布朗族民歌在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同时，也带有"音乐

作为语言" (能指) ，而非简单地作为(所指)对象或文化产品的

特殊功能意义 。 此外.还应该兼顾"局外人-一局内人"及"客

位-一主位"的不同角度，重视采用"换位思考"以及对"内文

化持有者"自身观念进行阐释等方法，致力于考察和研究它们彼

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 这类强调"研究者在场"及重视研究者自身

体验过程的研究，尤其显现出由传统民族志向现代实验音乐民族

志转型期间的思维趋向及学术特色。

为了达到以上研究目的，本书着重从下述两对关系入手，以

展开动态的音乐民族志考察研究:

首先，于研究对象的层面，本书注重从较为宏观的社会学及

社会关系角度，提出进一步考察布朗族音乐与"历史 、 社会 、 个

体" 三维关系之间有何联系及在其中起到何种社会作用这个总体

任务 。 -方面从仪式学研究的角度入手，从"社会群体" 一端.

将布朗族传统音乐置入"信仰体系、仪式与仪式音乐"这一学术

语境中，考察在该学术语境及相关的村落社会和群体文化规范的

控制之下，布朗族传统音乐布朗族传统音乐作为"核心一中介一

外围"音乐文化丛系统，呈现出什么样的活动状态和具有何种文

化功能作用 。 另一方面，从"社会个体" 一端及人生仪礼和个人

行为角度入手.考察在上述文化语境及社会系统中，作为布朗族

社会中的个体成员 ， 在自己的一生(各个人生仪礼及过渡阶段 )

中是如何去适应相关的社会规范? 是怎样根据这些社会规范来调

适自己的音乐生活和文化行为的 3 可以看到，行为主体一一音乐

文化持有者与对象物一一音乐事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乃是本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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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观察和研究重点。

其次，为了弥补和修正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的多种学术偏向，

笔者希望在本书中采纳一种兼具"局内一局外"、"客位一主位"

的眼光和方法，尤其重视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去进行文化阐释以

及在"主位一客位"两者之间换位思考的研究思路。 为此，本书

继提出了由于全民信仰南传佛教的原因，在布朗族、傣族传统音

声文化产品中存在着包含核心、中介、外围三个层次的音乐文化

丛现象这个问题(参见第六章)的同时，还集中阐述了其与布朗

族民间音乐分类观念之间的关系(第八章) 。 并且认为前者乃是

一种笔者基于外来研究者持有的局外人、客位的学术眼光和文化

立场，意图对于布朗人音乐文化进行精微、细致的系统分析和描

写的结果;后者则是本人通过对布朗人音乐文化进行长期的观察

和体验之后，对布朗人包括音乐分类现在内的自身文化观念进行

阐释性解读的一个尝试之举。 可以认为，在今天的学术立场和观

念基础上，若能够将上述两种分别反映了"局内 局外" "客位

一主位" "他者一我者"等相对立场的观念认识加以对照互补，

或能够产生一种具备"换位思考"学术特点的、有益于揭示更多

学术真谛的研究结果。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在第一到第五部分里，首先借助

于音乐文化志的思维和书写方式，从"一维两阁"结构之"隐身

阔"入手，渐次进入"社会阁"，意在借鉴仪式人类学之"结构

与反结构"的思维方法及分析手段，对布朗族传统音乐各个子系

统分别予以描述和介绍。 从第六章开始，又从结构与功能、形态

与风格、观念与行为以及传承与变迁等不同的角度，以系统性、

整合性为目的，再对之进行一番阐释性结构分析。 所获的一个基

本结论是: 一方面，在一种长期持续至今的传统社会景观中，

"社会阔"主要涉及以佛教音乐为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相对久

远的"核心中介外围"音乐文化丛，其中，一种可称之为

5 



"超稳定结构"的文化要素通过"负载功能"或再现性功能凸现

出来;另一方面，人生仪礼民歌隶属于"隐身阔"及"核心一中

介一外围"结构中的外围层次，其自身文化的变异性、对异文化

的接纳性以及活动状态的不停歇性等社会性因素的交互作用，致

使这类音乐文化的创作经常处于某种具短暂性 、 颠覆性的"未完

成"状态。 它们以自己非理性 、 动态性和"对话" 般的姿态面目

"不断干扰和重组符号的运作"①，由此而引发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在布朗族地区发生的种种传统音乐文化的"重组" 、"重构"现

象。 对此，本书第七至九章一一予以了交待 。

若按照以往的做法 : 人们要么持阜期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观

念，注重宏观层次的比较音乐研究 ; 要么遵循传统民族音乐学的

立场，仅注重做观文化(群体)个案的课题研究 ; 或者立足由微

观到宏观，由注重地域性研究课题或微观群体个案到注重跨地域

性一一跨文化群体比较研究。 由 于人们的目光都聚集到社会群体

乃至更大范围的话题上面 . 有关群体内部的个体生命及其文化生

存状况的考察便因此而遭遇缺失 。 它一定程度体现了以往的学术

研究顾此失彼，傍徨无措，未能走出旧的方法框日的现状和闲

境。 笔者注意到，一种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即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维克多·特纳( Victor Durner ) 等人把社会看作是交融

与结构的辩证统一和"分化 阁限再整合"的过程，并利用其

中"结构与反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来展开族群文化与仪式

研究。2 近年来，有关"国家在场与日常生活"或"杜会制度与

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结构关系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3 本书所

强调并使用的"一维两阁"研究方法 即是在受到上述研究观念

a: 转引 自王瑾: ~互文性) 桂林: r 内师范大学出版村 2以)S 年 .第 42 J}! 

'2) ( 法 〕 维克托 .W 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费译: {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

构>>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材， 200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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