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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音乐图像学悄然进人中国。
在西方，音乐图像学属于音乐考古学范畴，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但在考古学非常发达的中国，音乐
图像学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还大量存活着，特别是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活态地印证
着保存下来的丰富史料。
这使我们感觉到，音乐图像学为我们研究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999年，我们以云南纳西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以音乐图像学为基本研究学理，申报了中国第一个关于
音乐图像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一纳西族音乐图像的审美阐释。
2002年，项目结题，相关研究成果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我们发现，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音乐图像学在考古学方面的单一性，导致
了活态文化价值的丢失。
出于对活态民族文化的尊重，我们结合云南民族文化的实际，将音乐图像学从单一的考古学范畴引入
更加广阔的文化学领域。
　　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进入“边缘化”时代，边缘学科兴起，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
不同学科的相互进入，由此产生出“1+1>2”的效应，并相互激活。
不同方法的相互进入，极大地扩展研究过程中的思维空间，使研究者能够站在更高的研究平台上去审
视自我，审视人类博大的文化，达到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融。
　　为此，我们在2006年又申报了云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音乐图像学文化研究。
从文化学的角度阐释音乐图像学，我们立即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
这个领域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的文化信息获得了新的解码，对传统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有着
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同时丰富了另一门新兴学科——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对于新兴学科，应该持宽容的态度，给予其一个绿色的生长环境。
我们努力探索，想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条通往幽境的道路，提供一个多元的研究视角。
在这里，方法也许比结果更加重要。
　　中华民族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作为个体，我们为祖先的辉煌而骄傲，也意识到自我的渺小。
这里呈现给大家的，是我们的初耕。
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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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模式均留有不同音乐图像。
这些流动的线条、优美的造型、叩动心弦的音乐旋律符号倾诉着对生命的领悟，诠释着对生活的理解
，细语着人类发展历程中的悲怨与渴望，高扬起美的遐想。
这些音乐图像符号是美的、感性的、有生命的，充满了诱人的神秘色彩，带给人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
。
它们和来自远古的文化信息相交融，让我们在一种规定的时空中完成人类文化发展的自我观照。
音乐图像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人类文化信息系统，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也由此得到了证明。
疏理、研究、阐释、描述音乐图像中的文化信息，正是我们研究的切入点。
图像学把图像看做一种特定文化的表征和范例。
音乐图像学意味着在阐释学层面深刻的智力活动。
知识面愈广，描述和研究的质量也就愈高。
    本书的阅读对象是对音乐图像、民族文化有兴趣的研究者、大学生和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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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音乐、舞蹈，都是直接产生于生活的，即《乐记》所言：“言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
不足，则咏叹之；咏叹之不足，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些基本上是人的生理特征（声音和动作）延续发展而来的。
而戏剧则具有再创造的性质。
即使仅仅模仿或再现生活中最简单的情节，也必须运用语言、表演等几种手段。
那么，要安排戏剧冲突来表达某种主题，就必须调动更多种艺术手段来共同完成了。
作为成熟的戏剧，剧本创作的完成，仅仅是舞台艺术再创造的开始。
戏剧的文学剧本，虽然不能完全代表表演艺术的水平，但显然是戏剧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在考察中国和希腊文化时，就会发现有许多地方是非常相似，甚至是不谋而合的。
比如对数学规律和几何原理的认识，对宇宙星座的命名，对美的本质和审美标准的认识，等等。
在艺术方面也是一样。
最早的歌唱，都是劳动号子，最早乐器都是石器，最早舞蹈都是模仿野兽的。
《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阕。
”这是对原始氏族社会歌舞场面的忠实记录。
古希腊人在祭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时，也有扮成山羊形的“萨的罗”（Sagtyroi，酒神的侍从
）跳舞，有的把牛尾巴缚在背上，伏在地上，一面学牛叫，一面跳。
这种在模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歌舞，在中国和希腊都是较为发达的。
　　中国和希腊都是诗歌的国度，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流行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各
地民歌百花齐放的时候，后来被孔子整理后只传下来一小部分，仍有305篇，也还是很可观的。
在诗歌发达的国度里，其戏剧必然会是诗剧，这一点也已经由中国和希腊的文化事实所证明。
　　那么，中国和希腊因为什么而使戏剧的形成时间相差1000多年呢？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无疑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范围的。
它的发生发展、兴衰消亡，总是和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情势相联系的，而且受其制约。
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还常常受到政治的影响。
所以，探求戏剧的发展规律，也必须从这种关系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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