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技法”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

舒泽池

附录：

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这是作者于1987年1月16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题为“我国现代

的音乐创作之路究竟怎么走？”的有关音乐创作问题的学术座谈会上的

发言，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16-17页。）

我谈八点意见。

第一，中国70-80年代专业音乐创作出现的“新潮”现象，是世界

现代音乐创作运动浪潮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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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相比较，那么，对于新与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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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从音乐构成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勋伯格创立的“十二

音作曲法”，即无调性音乐的确立，是本世纪（按：指二十世纪）中最

突出、最重要、最有革命性的事件。为了说明这一论点，可以从一个多

世纪以来西方复音音乐构成技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可以从“十二音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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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带来的音乐构成技术各方面根本性的变革来看，可以从“十二音

作曲法”对于二次大战后西方许多重要音乐流派所起的深远影响来看，

还可以从由于“十二音作曲法”的突破而影响到音乐观念变化的一些特

点来看。

第三，因此，我们可以说，勋伯格创立了一种“新的语言”，开拓

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调性音乐发展历史之后，首

次揭开了无调性音乐历史的第一页。无调性音乐处于幼年期，远未发展

成熟，出现幼稚甚至荒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它是调性复音音乐

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生命力是无可置疑的。

第四，于是，二十世纪的音乐，首次出现了两个（或更多）技法和

观念相悖的音乐风格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是无调性音乐的确立与旺盛

活力；另一方面，是调性音乐（由于它的历史渊源和客观依据）仍然居

于“主流”地位，并且蓬勃发展的势头丝毫未减。无调性音乐的出现，

并没有能够否定和取代以往的调性音乐，它的意义在于补充与扩展。所

以，二十世纪音乐的特点是——也只能是——多元、多轨、多向。

第五，人类音乐发展的共同历程是：由单音音乐扩展到复音音乐。

在复音音乐发展的历程中，又由调性音乐扩展到无调性音乐。中国音乐

具有历史悠久、高度发展的单音音乐，而在复音音乐发展方面不如西方

音乐那样系统和完备。在东西方文化日益交流、融汇的近现代，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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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复音音乐的过程中比较多地接受西方复音音乐技术的影响，是正常

的、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六，就中国音乐接受西方复音音乐影响的过程而言，百年之内有

两次“潮峰”。第一次是在本世纪（按：指二十世纪）初，第二次则在

近十年间（按：指1977-1986年间）。中国的“新潮”，是第二次“潮峰”

的直接体现之一，但又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派”。

中国的“新潮”群体（以北京群体为代表），是革新的一群，开放的一

群，可以期待和信赖的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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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音乐界都应

该欢呼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成果。

第七，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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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调性音音乐向无调性音乐发展的天然链系中，

缺少好几个不可缺少的链环。另一方面，西方复音音乐对于中国音乐的

“冲击”，不可能单纯是音乐技术，总是必然的带有区域性和社会性的

“个性”（包括每一种文化都会具有的局限性）的影响。这两者的综合，

就是当前创作和理论中出现某些“困惑”的根源，这也是中国现代音乐

创作尚未成熟的表征。

第八，“走向世界”包括着既是向世界吸收又是向世界贡献这样两

个方面的含意，而这两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应是多元、多轨、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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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狭隘的价值观应该打破。象贝多芬那样以一个人、一种风格代表一

个音乐时代的现象，永远不会出现了。世界期待着中国贡献出大师级的

音乐家，这种期待同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多轨、多向的。也许，

其中期待最为迫切的、还是中国的巴托克、中国的萧斯塔科维奇、中国

的科普兰那样的调性音乐大师。

八点意见讲完了。最后说几句：

从音乐构成技术的领域来看，二十世纪的作曲家面临着空前广阔的

活动天地，作曲家所面临的不是一注小溪，不是一条大河，而是一片似

乎一望无垠的大海。作曲家驾驶着创作的扁舟，在音乐的大海中探索、

遨游。为要使航行不成为盲目，为要有目的、有步骤、有把握地到达理

想中追求的彼岸，每一叶扁舟的主人必须清醒地回答三个问题——海有

多大？我在哪里？驶向何方？

每一位认真的作曲家，都会作出负责的回答。中国音乐在期待，世

界音乐在期待。

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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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