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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手头有先后出版的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三个
版本

。

第一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文化厅十

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记谱整理
，
���年由音乐出版社

和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 � 第二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文化厅

编
，
����年 �� 月 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个版本

是由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和新疆维吾

尔 自治区 占典文学研究会编
，

���� 年 �月 由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

从三次出版的 《维吾尔十二木卡

姆》 的不同版本
，

我们可以看到从 �� 世纪中期到世纪

末的 ��多年间
，

新疆各族音乐家在收集
、

整理民族传

统音乐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

以及此项工作在不同时期

所取得的进展
。

新疆是木卡姆艺术的宝库
，

民间传承了维吾尔族

的十二木卡姆�即喀什木卡姆�
、

多兰木卡姆
、

哈密木卡

姆
、

吐鲁番木卡姆
、

伊犁木卡姆
，

此外还有乌孜别克族

的木 卡姆
、

塔吉克族的木卡姆等
。

这些文化遗产都是中

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

其中十二木卡姆的音乐规模最为

庞大
，

内容最为丰富
，

曲 目也最多
，

因此对十二木卡姆

所做的整理
、

研究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多年前
，

在 ����年的暑期中
，

我曾帮助由新疆

调回内地工作的音乐家丁辛先生记录了部分十二木卡

姆音乐
。

这是我首次接触木卡姆音乐
，

深为其新颖
、

丰

富
、

复杂所动
，

同时也十分实际地了解到十二木卡姆音

乐记谱的难度之大
。

���� 年我第一次去新疆采风时
，

有幸得到万桐书先生馈赠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第

一种版本
。

第二个版本 ����年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主持十二木卡姆乐谱的学术鉴定工作时
，

我参与了审稿工作
，

获得又一次学习 的机会
。

第三个版

本 ����年前后在北京记录
、

整理乐谱和唱词时
，

在重

点审校新挖掘整理出来的
“
阿比倩希曼

”
和

“
依希热提

恩格兹木卡姆
”
乐谱的工作过程中

，

我被邀担任此书的

编委和乐谱审定
，

因而与负责记谱的维吾尔族音乐家

阿布都克里木
·

乌斯曼的联系及交流比较密切
，

对记

谱
、

整理工作的了解也较前几次更多一些
。

虽然由于前

前后后与十二木卡姆有以上所说的一些因缘
，

对新疆

同行的工作情况和工作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
，

本文中

仍可能存在某些不够准确或谬误之处
，

切望指正
。

《十二木卡姆》的第一种版本
，

是我国 民族传统音

乐挖掘整理工作中的历史性成果
。

它是有史以来第一

次将流传于南疆喀什
、

和 田地区一带民间的维吾尔族

木卡姆艺术挖掘
、

收集
，

并用科学的手段加以整理
、

记

录
，

所获得的宝贵成果
。

这项成果最突出之处
，

是它及

时地抢救了并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在新疆的南疆
、

北疆

最负盛名 的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吐尔地阿洪
、

肉孜弹拨

尔等人所传承的十二木卡姆艺术
。

当时负责记谱的是

民族音乐学家万桐书先生和作曲家邓威
、

邵光深先生
。

由工作的起始到正式出版
，

历经九年辛勤劳作
。

从出版

的两卷乐谱本�另有一卷唱词文字本�可以看到当年音

乐记录
、

整理的工作量之大
、

调查工作之全面
、

细致
。

书

中包括文字概述与乐谱两部分
。

文字概述部分中除了

记录了十二木卡姆和其他类别的木卡姆的流布情况
、

历史源流等重要的背景材料
，

对于唱词内容也有所说

明
。

关于十二木卡姆的音乐
，

文字概述中相当详尽地阐

述
、

分析了木卡姆音乐的体裁与形式
、

调式与调关系
、

节拍节奏等音乐形式因素
，

以及木卡姆的演唱风格
、

演

唱形式和伴奏乐器等诸多方面
。

在音乐分析方面
，

当时

三位音乐家已从记谱过程中总结出很有意义的几点
�

�
�

木卡姆音乐除了采用多种 自然七声调式之外
，

还有

含有部分升降音的特殊调式和含有四分之一音的特殊

调式
� �

�

木卡姆音乐包含多种多样的节拍形式
，

其

中有较少见的 ���
、
���

、
���等节拍形式 � �

�

比较

细致
、

准确地说明维吾尔打击乐器的多种节奏形式和

演奏方法 ��
�

在许多乐曲的旋律下方记录了相配合的

口田联

乐记谱整理工作个三版本看新疆的民族音从︽维吾尔十二木姆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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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乐节奏型
。

书中的乐谱部分包括了民间艺人当时传承的全部

十二套木卡姆
，

从记谱方面看
，

是比较细致
、

周全的
。

据

万桐书著文
，

当年
“
整理记谱的十二木卡姆

，

是经过 吕

骥
、

李元庆同志审查并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

所�作者注
�

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进行业

务指导的
。

乐谱曾由元庆同志组织音乐研究所的同行

作过系统的检听鉴定
。 ” ①

在本书问世之后
，

随即出版了由吐尔地阿洪等几

位民间艺人表演的十二木卡姆音乐慢转唱片
，

保存了

极为珍贵的音乐资料
。

但令人略感遗憾的是
，

由于曾

请艺人前后几次录音
，

音乐记谱并未根据最后制作唱

片的录音记谱
，

而民间艺人表演的即兴性与多变性使

最后录制的音乐与前期记录的乐谱略有出人
，

有些部

分未能完全一致
。

因此当读者希望同时利用乐谱与音

响资料进行欣赏或研究时
，

会感到不便
。
另外

，

由于

传统维吾尔文字的行文方向是 自右向左
，

而音乐记谱

的走向则是由左向右
，

二者存在难于解决的矛盾
。

在

此版本中未能找到解决唱词与乐谱结合的办法
，

整套

乐曲中的声乐部分都只有乐谱而缺少唱词
，

只保留 了

记谱中一词多音所用的连线
，

以表示唱词的位置
。

笔

者认为这些方面也是本版本不足之处
。

缺了有关补充
、

增订的 �� 首曲 目的详尽资料
。

在此版

本中的 ���首乐曲中
，

哪些乐 曲是此次增加的 �为何增

加�增添的 �� 首曲 目来源如何�是直接采 自民间乐曲
，

还是由作曲家改编过的 民间乐 曲
，

或是作曲家创作的

乐曲�如是采 自其他体裁的民间音乐
，

其准确的出处如

何�曲名如何叹寸以上这些问题的详尽说明
，

在我们收

集
、

保存传统文化的工作中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

对于许

多不了解以上情况的木卡姆音乐的研究者
，

特别是对

于数十
、

数百年后
，

未来的木卡姆音乐研究者来说
，

更

为重要
。

笔者认为
，

对于新增曲 目的详尽说明应该尽快

根据事实撰写专文发表
，

以作补救
，

绝对不应缺漏此项

资料
。

另外
，

笔者认为
，

第一版本的文字概述部分有相

当详尽的宝贵材料
，

应该有选择地保留于本版本之中
，

不应省略
，

因为一般读者�甚至专业读者�在使用第二

版本时极难找到第一版本来查阅相关的资料
。

本版本

缺少了这部分资料
，

是明显的学术损失
。

《十二木卡姆》的第二种版本由维吾尔族音乐家买

提肉孜
·

吐尔逊和汉族音乐家周吉记谱
。

此次记谱
、

整

理工作是与新疆木卡姆艺术团的表演实践相配合的
。

首先由艺术团的音乐家根据 �� 世纪 �� 年代艺人吐尔
一 地阿洪传留的资料学习

、

练唱
，

并对原有结构较单薄的

部分木卡姆做了增订
、

补充
，

音乐记谱是根据演员演唱

的录音进行记录
、

整理的
。

此次记录
、

出版的乐曲数量

比第一版的 ���首乐曲增添了 �� 首
，

成为 ���首
。

两

位音乐家在记谱工作中
，

特别关注音乐形态特征的乐

律和节拍方面
，

力求表达出 民族音乐的神韵
。
����年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帮助下进行的木卡姆测

音
，

和随后举办的学术讨论
，

都为十二木卡姆的第二次

记谱
、

整理
，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数据
。

进一步明确
“
四分音�或称中立音�的普遍存在

，

是维吾尔传统音乐

在乐律
、

乐调方面的重要特点之一
” 。 ②在记谱工作过

程中
，

音乐家对维吾尔音乐的几种复合节拍都标记出

其中包含的更小的节拍单位
�
提出木卡姆音乐中存在

着
“
增盈节拍

”
形式 �即每一小节中的节拍数由整数增

一 盈成非整数
，

如替�③ �提出活音的概念
�等等

。

笔者

在用录音审听第二种版本部分乐谱时
，

认为对于如此

复杂的木卡姆音乐
，

记谱确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对第二种版本感到不足之处
，

是从民族音乐学的

角度审视后发现的问题
，

即
�

本书中的文字概述部分欠

第三种版本的 《维吾尔 十二木卡姆 》 ，

出版时间是

����年
，

仅晚于第二种版本 �年
。

此版本除了对原十

二木卡姆的歌词做了部分修订
、

补充之外
，

与第二版本

的主要区别是增添了 《阿比倩希曼 》 《穆斯台扎特 》和
《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等三个部分

。

据本书中记载
，

《阿比倩希曼》是各个木卡姆原来存在的跋或结论 �《穆
斯台扎特》是包含于十二木卡姆中 《穷乃额曼 》部分的

一个曲 目 �《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是早有记载而长

期未被发现的一套大曲
。

据 �� 世纪维吾尔学者依斯米

图拉
·

本
·

尼米吐拉
·

穆吉孜所著 《乐师传》中记载
，

“
阿曼尼萨汗……还创作 了一部名 为 《依希热提恩格
兹》的木卡姆

。 ”
以上三个部分都是近年才

“
得以发现

”

和整理的④ 。

能够发掘出过去整理十二木卡姆时缺漏

的部分曲 目
，

并发现一部新的木卡姆
，

应该说是这一版

本突出的成果
，

但据说新疆音乐界对此新增的三部分

尚有不同观点
，

笔者希望能尽早对此问题通过学术讨

论取得比较客观的准确的结论
。

在记谱工作方面
，

第三种版本中十二木卡姆部分

的乐谱基本保留第二版本的记谱
，

并未做较多
、

较大的

改动
。

据笔者所知
，

由于第二版本中部分木卡姆曲 目的

音区过高或过低
，

不宜于演唱
，

或原定调性不够恰当
，

因此将这些曲 目的调性在本版本中做了一些调整
。

第

三版本的记谱工作重点在于新发现和补充于本书的

《阿 比倩希曼 》等三个部分
。

这三个部分的主要记谱者

是维吾尔族艾介克演奏家阿布都克里木
·

乌斯曼 �买

提肉孜
·

吐尔逊也曾记录其中部分曲 目�
。

阿布都克

里木
·

乌斯曼和第二版本的记谱者维族音乐家买提肉

孜
·

吐尔逊及汉族作曲家
、

音乐学家周吉都能熟练地

演奏民族乐器
，

加以他们具有 良好的音乐理论基础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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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实践经验

，

对于维吾尔音乐中复杂的音律及多

样的节拍有敏锐
、

清晰的感觉和把握
，

这是他们能够

准确地记录民族音乐的极好条件
。

我在审听了第三个

版本的记谱后
，

认为
“
记谱细致

、

准确
，

已达到较高水

平
” 。⑤
对于第三个版本的整理工作

，

我认为其不足之处

类似于第二版本
，

第一点
，

是未能在前言的文字部分清

晰地交代和说明新补充的 《阿比倩希曼》《穆斯台扎特》
和 《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 等三个部分是由谁传承

，

由谁演唱
，

由谁收集
、

保存等等重要问题
。

我曾就此事

询问过有关人士
，

但语焉不详
，

只大致了解到 《阿比倩
希曼 》 是由南疆基层一位音乐爱好者收集保存的 � 《穆

斯台扎特》 和 《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本属于十二木
仁姆

，
��世纪 �� 年代抢救十二木卡姆时由吐尔地阿

洪等人录制并保存于新疆广播电台资料库
，

近年方加

以记录整理
。

至于当时为何没有记录整理归人十二木

卡姆
，

则原因不详
。
以 上这些情况仅是风闻

，

未得确证
，

而这些情况都是民族传统音乐考察
、

研究工作中十分

重要的材料
。

在此
，

笔者特别希望本版本的整理者将有

关此三个部分的保存
、

发现
、

整理的详细情况
，

撰写出

详尽的文字发表
，

以补救本版本的缺漏
。

本版本第二点

不足之处
，

与第一
、

第二版本相同
，

维吾尔唱词与曲谱

结合方面的矛盾仍然未能解决
，

声乐部分的曲谱仍然

与唱词分离
。

这对于演唱者和研究者都十分不便
。

第

三点不足之处与第二版本的问题相同
，

即未能吸收和

使用第一版本文字概述部分的重要资料
。

四

阅读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 》 的三个版本之后
，

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
，

数十年来新疆的同行们在继承
、

保存

民族传统音乐方面已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
。

对于难

度甚大的木卡姆音乐的记谱
、

整理
，

也已取得可喜的成

绩
。
已 出版的三种版本

，

特别是第一版本与第二
、

第三

版本分别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
，

记录工作的依据也有

所区别
。

笔者未能结合曲谱与音响查阅第一版本木卡

姆的记谱
，

因而无法客观地将第一版本与第二
、

第三版

本的记谱水平进行比较
，

但是仅通过本人在第二
、

第三

版本与新疆音乐家合作的过程
，

即 已发现
，

经历数十年

的学习
、

实践
，

新疆的民族音乐学家无论在音乐理论修

养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取得十分明显的进展
，

并已在专

业领域取得杰出的成绩
。

但是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
，

我们不可忽视来 自

各方面的不同的声音
，

特别是批评和不满的声音
，

我们

应该虚心地听取意见
，

客观地审视 自己的工作
，

发现不

足及弱点
，

以便在今后加以改进和补救
。

最近笔者曾耳

闻有些海外学者对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三个版本的评
价

，

他们认为第二
、

第三种版本的学术价值远不如第一

版本
，

因此他们在研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时只使用第

一种版本
。

其理由之一是第一种版本是由民间艺人演

唱
、

演奏的原始材料
，

是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成

果
，

而第二
、

三种版本是由专业演员演唱
、

演奏的音乐
，

不是采 自于民间音乐生活
，

不具有真正传统音乐的性

质 �
理由之二是第二

、

第三版本在原套曲中增添了不少

新曲 目
，

又未加详尽说明
。

这些新加曲 目并非来 自民间

传承
。

这两个版本的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新增资料来

源不清
，

大大地影响 了其学术价值
。

对于声乐部分的乐

谱缺少唱词
，

他们也感到是极大的不足
，

认为这对于学

习演唱或音乐研究带来很多不便
，

同时也较大地影响

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

以上一些意见
，

有些是笔者所赞同的
，

也已在 上文

中指出
，

如第二
、

第三版本缺漏十二木卡姆的传承情况

与有关新增部分的详尽说明
，

以及三个版本声乐部分

曲谱与唱词分离等问题
。

但对于第二
、

第三版本中十二

木卡姆部分不是采 自民间
，

不具有真正传统音乐性质

的评价
，

笔者认为有商榷的必要
。

由于社会
、

历史条件

的差异
，

我国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专业音乐工作者和

内地的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情况大不相同
，

其成员大多

来 自城镇或农村的基层
，

十分熟悉本 民族的生活
、

习

俗
、

语言
、

文字及本民族的传统音乐
，

而且都掌握 了本

民族特有的声乐演唱方法
。

无论是专业的或业余的音

乐家
，

他们都能很好地掌握本民族传统音乐的风格
、

韵

味
。

因此当我们观赏新疆的专业和业余音乐家表演传统

音乐舞蹈时
，

几乎无法分辨表演者的身份差别
。

关于这

一点
，

许多音乐同行在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音乐生活中

都有过直接的感受
。

就在 ����年 �月 �� 日
，

我们曾在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都善县欣赏过一场由专业音乐家�都

善县文工团演员�和业余音乐家�当地城镇
、

农村居民�

联合演出的《吐鲁番木卡姆》
，

他们的表演精彩
、

生动
，

演

员之间的配合犹如水乳交融
，

歌唱与舞蹈的风格协调统

一
。

我们虽然知道这台晚会的演员来 自多方面
，

却对谁

是职业的文工团员
，

谁是业余演员
，

无法加以分辨
，

仅能

从几位担任独唱的歌手的不同嗓音条件作一些大致的

判断
。

据笔者所知
，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团成员的情

况与以上所说情况基本相同
。

由此可见
，

在新的历史
、

社

会条件下
，

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已发生某种变化
，

目前在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
，

特别是民族人 口较多的

民族聚居地区
，

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并不局限于民间艺

人
，

一些本民族的专业音乐家也已承担了这一任务
。

考

虑到新疆各民族民间音乐生活的特点和艺人的特点
，

笔

者认为
，

尽管第二
、

第三版本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部分

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团演唱的记录本
，

仍应看作是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传统的继承
，

这两个版本也是具有重

要价值的资料
，

不必对专业演员的传承与民间业余演员

的传承持绝对对立的观点
。

但是应该看到
，

第二
、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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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十二木卡姆部分是木卡姆艺术团的舞台演出稿
，

其中由今人新增加的曲 目部分
，

可能主要是出于演出的

需要而增加
，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而言
，

它们不应归属

于传统的木卡姆音乐范畴之内
。

笔者认为
，

如果这两个

版本的整理者今后能够提供和补充有关新增曲 目的详

尽说明材料
，

这两个十二木卡姆版本的学术价值和艺

术价值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

笔者之所以在本文中强调了一些整理工作的不足

之处
，

其目的是希望新疆的文化领导机构
、

学术团体和

音乐界同行们
，

今后在传统音乐的采集
、

记录
、

整理工

作中不要忽视传统音乐的背景材料和详尽的收集整理

工作情况的资料
，

特别要详细说明乐曲中 由今人增添

的部分
，

使我们的工作成果更为精确
、

可靠
，

力求避免

在传统音乐的整理工作中无意中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遗

留一些可能让他们争论不休
、

难以考证的疑点
。

可以想

象
，

几十年几百年后
，

当未来的民族音乐学家研究我们

这一代人留给他们的三种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版本时
，

他们可能会对三种版本的差异产生疑问 �他们可能会

竭力找寻第二版本新增曲 目的出处
�
他们还可能会费

力地期望弄清 《阿比倩希曼 》《穆斯台扎特》和 《依希热
提恩格兹木卡姆》等三部分曲 目的准确来源及与其有

关的资料
。

而这些对于他们的难点
，

却是我们今天不难

解决的问题
。

因此
，

在本文结尾
，

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供新疆

的同行们参考
�

�
�

笔者希望那些了解第二
、

第三版本维吾尔十二

木卡姆收集
、

整理情况的音乐家�特别是新疆木卡姆艺

术团的音乐家�务必早 日写出详尽的补充说明的文章
，

以留作有关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重要的民族音乐历史

资料
。

�
�

希望今后使用五线谱记录
、

整理维吾尔族传统

音乐时
，

尽可能解决唱词与曲谱结合的问题
。

笔者认

为
，

可以考虑采用国际音标或新维吾尔文字配曲
，

以解

决词曲走向相反的矛盾
。

尽管使用国际音标或新维吾

尔文字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或实际使用中有某些不便之

处
，

至少这样可以解决长期 以来维吾尔族传统音乐的

声乐曲谱�五线谱�短缺民族文字唱词 �或记音 �的弱

点
。

从长远看
，

这个问题是迟早必须加以解决的
。

今考�忆献
�

�

《维吾 尔十 二木 卡姆》
，

新疆 维吾 尔 自治 区 文化

厅十 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记谱整理
，

音乐 出版社
、

民族

出版社
，
����

。

�
�

《维 吾 尔十 二 术卡姆 》
，

新疆 维 吾 尔 自治 区 十 二

木卡姆研究学会
、

新疆 维吾 尔 自治 区 文化厅编
，

新疆 人

民 出版社
，
����

。

�
�

《维吾尔十 二木卡姆 》《�阿 比倩希曼��依希热提
恩格 兹木卡姆�》 ，

新疆 维吾 尔 自治 区十 二木卡姆研 究

学会
、

新疆维吾尔 自治 区古典文学研 究会编
，

中国大 百

科全书 出版社
，
����

。

�
�

《维吾 尔木卡姆研究 》 ，

刘魁 立
、

郎樱 主编
，

中央

民族大学出版社
，

����
。

�
�

《论维 吾 尔 十 二 木 卡姆 》 ，

新疆 维 吾 尔 自治 区 十

二木卡姆研究学会编
，

新抠人 民出版社
，
����

。

�
�

《关于 “
十 二木卡姆

”
的早 期整理工作 》 ，

万桐书
，

《音乐研 究 》����年第 �期
。

�
�

《搜 集整理 十 二木卡姆纪 实 》 ，

万桐 书
， 《维吾 尔

木卡姆研究》�� 一 �� 页
，

中央 民族大 学 出版社
，

����
。

�
�

《关于维吾 尔族�十 二木 卡姆�乐谱记录 的学术
思考 》 ，

周 吉
， 《音乐研究 》���� 年第 �期

。

�
�

《维 吾 尔族传统 音 乐 中的 “
增盈 节拍

” 》 ，

周 吉
，

《中国音乐学》����年第 � 期
。

①见 《音 乐研究 》���� 年第 �期
，

万桐书 《关 于 �十

二木卡姆�的早期整理工作 》 。

②见 《音 乐研究 》���� 年第 �期
，

周 吉 《关 于维吾
尔族�十二木卡姆�乐语记录的 学术思考 》

。

③见 《中国 音 乐 学》���� 年第 �期
，

周 吉 《维吾 尔

族传统音乐 中的增盈节拍 》
。

④见 《�维吾 尔十二木卡姆��拉克 》�� 页
，

中 国 大

百科全书 出版社
，
����

。

�国笔者审听记语后为此书所做的评语
。 ▲

�贵任编辑 徐冬�

秦鹏章先生逝世

中国 民族音乐 的一代大

师
、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创

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

中央民

族乐团创建者之一
、

中国音

乐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

中国

民族管弦乐学会荣誉会长
，

民族音乐理论家
、

作曲家
、

指

挥家
、

琵琶演奏家秦鹏章先生

因病医治无效
，

于 ����年 �

月 � 日在北京逝世
，

享年 ��

岁
。

沈亚威同志逝世

南京军区政治部原创作

组副军职创作员
、

作曲家
，

中

国音乐家协会顾问沈亚威同

志
，

因病于����年�月�日在上

海逝世
，

享年��岁
。

瞿维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
、

我国著

名作曲家瞿维同志于 ����年

�月 �� 日在常州突发脑溢血

脑血管意外
，

经抢救无效
，

不

幸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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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维否尔十二木卡姆》的三个版本看

新服的民族音乐�已侧身
、

笼理
口‘ 作

�提要�

自�� 世纪 �� 年代以来
，

新疆的音乐工作

者已在民族传统音乐的收集
、

整理方面做了大

量有益的工作
，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

单就著

名的十二木卡姆音乐
，

已先后整理
、

出版了三

个版本的乐谱集
，

为保存民族艺术瑰宝作了杰

出的贡献
。

三个版本主要的不足之处是
� �

�

未能找

到解决唱词文字走向与乐谱记谱走向相互矛

盾的办法
，

在整套乐曲的声乐部分中
，

曲谱与

唱词分离
，

为学唱及研究工作带来不便
。
�

，

在

第二
、

第三版本的文字概述部分欠缺有关新版

中补充
、

增订的曲目及三个新增套曲的来源
、

出处
、

增补原因
、

民间传承者
、

改编者等方面详

尽的背景材料
。

而这些是不可缺漏的民族音乐

历史资料
，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

��� ��������
�

�� �� ��������������� ��� �����

�����������
�

�
�

�� ��� ����������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群����� ��� ��������� ���

������一��������� ����� ��������������� ������
�

��������一�
�

�������������������������� ��������
�

���� �� �����
�������� ����� �������� ��

������

��
���印��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尹��� ��� ���
����

� �� ��� ����� ����
� ����� �����

中 国大陆音习乱电视歇曲的成因

�内容提要�

中国大陆 ���及 ���歌曲的兴起
，

是二

十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第二次繁荣高潮的必然

产物
。
���及其歌曲出现的文化原因

，

是市民

阶层在改革开放以后
，

随着其经济地位的崛

起
，

而导致市民阶层长期受到压抑的亚文化
，

向主流地位攀升的结果
。

因此
，

这一现象从一

个角度现体了自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文化发生

的本质性转型
。

中国大陆 ���歌曲的成因
，

可以大致从

以下一些范畴进行探讨
�

西方流行音乐录像片

和 ����频道�的产生所提供的既有蓝本 � 后

现代主义思潮与艺术的影响 �中国大陆的文化

转型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港台流行音乐的影

响及其与大陆电视的结盟 �中国大陆流行歌曲

的民族化及其与电视的结盟 �等等
。

中国 ���及其歌曲的发展
，

鲜明地体现

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杂交融

合
。

如何合理地选择其杂交融合的
“
度

”

—即

平衡点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 的发展前

景
。

因此
，

中国 ��� 及其歌曲的民族化这个问

题
，

乃是关键之所在
。

��
� ������������� ����� �����������

�����
�

��
���印��

，月吧多兮妞‘ 矛之几吧少奋巴布汉 多布吧多刁健‘ 补之‘ 卜，公之多�之‘ ‘义匕二义匕布亡‘ 认巴石入七凡义，布义匕二吧‘ 二 、七二色‘ 小愁布吧‘ 扒七‘ 小巴月�，习�，带洲

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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