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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等音乐教育中的去殖民化策略
——基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音乐系教研体系的反思

摘要：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一所主要以亚洲、非洲为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机构，

该校拥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学学术研究基础，亚非学院音乐系有着前沿的学科

理念和创新的课程设置，以此确保其在世界范围内世界音乐教学和科研的中

心地位。本文结合笔者于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在亚非学院访学的经历

与认知，浅谈亚非学院音乐系建构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格局的办学特征及其深

层的学术思想与价值，反思国内音乐高等教育中去殖民化的实践，并强调发

展与传播世界音乐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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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以下

简称亚非学院)是一所主要以亚洲、非洲

为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百年的历

史发展中，引领着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在相

关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音乐系隶属于人文

艺术学院，就其规模而言，小到只有一间

用于公共课程的教室、几间琴房和排练厅。

然而，鉴于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

界音乐传播与推广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亚

非学院被英国大学联合会命名为“英国100

项突破”①之一。

一、学术前沿的学科设置

亚非学院音乐系在人文艺术学院强

大的人文学科背景之下，为学生提供了宽

广的学术视野和跨文化的文化体验，并

强调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思维和责任感。在

亚非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方面，这里汇集

了全球最权威的研究者与演奏家。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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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阶段为研究学位，仅有一个方向——音

乐。③其学科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大

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音乐基础理论研究、

世界音乐表演，以及偏向实践的应用型学科。

其中，创意艺术、全球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中的音乐这些新兴的学科，与目前已

为热点的应用民族音乐学有着内在的关联。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官方网站将应

用民族音乐学定义如下：

应用民族音乐学是一种受到社会责任

引领的方法，把越来越广博的和深入的知

识和理解从一般的学术目的引向解决具体

的问题，可在特殊的学术语境之中，或特

殊的学术语境之外进行工作。④

亚非学院开设的创意艺术，主要针对

英国较为发达的文化艺术产业，通过跨学

科与跨文化的方式将美术、音乐、文学结

合在一起，为学生提供亚非相关领域的前

沿学术性知识与反思。全球流行音乐专业，

以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面向全球流行文

化，了解亚非流行音乐的风格特征及文化

语境。从应用的角度而言，亚非学院将社

会音乐文化的新动向与学术需求作为学科

设置的目标，用创新的学术理念去应对社

会发展中音乐文化的动向，为亚非音乐与

当地社会的互动提供合理的文化策略与实

践方案。本科阶段强调通识视野，在多门

类艺术的训练中提高整体艺术历史知识的

理解力与综合的审美鉴赏力。研究生阶段

更强调文化现象的分析水平与策划引领文

化潮流的能力。前沿的学术视野与参与社

会、改变世界的实践能力，也正体现了亚

非学院独特的学术气质，正如展示在教学

大厅里大卫·米利班德教授的座右铭所言：

“勇敢地说出来，我们要改变世界，而不仅

仅是分析它，这就是亚非学院引以为傲的

事情。”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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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否真正尊重世界多元文化，却成为

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从

小学到高校有着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有

独立的音乐学院，以及综合大学里的音乐

学院与音乐系，但其核心内容无疑是以西

方文化为主的音乐风格类型。很多高校(特

别是民族音乐学较为发达的高校)也引入

了众多非西方音乐的元素，有非常丰富的

世界音乐表演课程，如印尼加美兰，印度

塔布拉鼓和西塔尔琴，中国传统乐器，非

洲鼓与木琴等，这些音乐种类成为学生体

验世界多元文化的媒介，然而，即使这些

音乐品种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深刻的文

化内涵、完整的音乐知识体系和复杂精深

的演奏技巧要求，但却并没有成为西方高

校学位系统里的学科方向。

从笔者的视角而言，在亚非学院音乐

系所有的学科与学位设置中，世界音乐的

表演专业方向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突破性的

学术前沿意义。亚非学院强调多元及非西

方音乐的表演体验，并且还设置了独立的

以世界音乐表演为核心的研究生学位。因

此，亚非学院也吸引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热

爱不同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者。笔者在访

学期间聆听了多场该系学生的音乐会，感

受到人类音乐文化共享的实践与氛围。如

一位意大利的学生利奥·维图尼(Leo

vemlllni)，他有七年印度西塔尔琴学习演奏

经历，其高超的技艺与纯正的印度风格给

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见封三下图1)。另

外，这样的设置，也是很多非西方国家的

演奏家获得西方高等院校演奏文凭的机会，

甚至是唯一的机会。与笔者一同选修印度

北方声乐艺术课程的印度同学巴哈迪亚·巴

塔查亚(Budhadi田a Bhattacharyya)，他来

自印度的声乐世家，研究生期间也举办了

多场正宗克亚尔(Khayal)风格的音乐会(见

论高等音乐教育中的去殖民化策略 I 97

封三下图2)，井陛

位。而印度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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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非洲音乐”(Music in A衔ca)，“印

度声乐音乐及其历史”(Indian vocal music

啊les a11d histories)，“古巴音乐”(111e world

ofCuballmusic)等。

其三，全球流行音乐及文化产业类课

程，如“全球流行音乐”(Global pop)，“流

行音乐研究”(Studying popular music)，

“东亚流行音乐与政治”(Pop a11d politics in

East Asia)，“全球视野中的音乐”(Music in

global perspective)等。

根据上课形式，以上课程又可分为讲

授课(LectI鹏)和研讨课(Seminar)两种

类型。讲授课以系统讲授某领域知识为主，

通常本科生更多；此外，还有很多社会上

对该领域感兴趣的民众也可申请登记进入

课堂学习，因此，在亚非学院世界音乐的

课堂上总能见到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爱

好者来选修课程，甚至攻读学位，只为更

系统深入地了解某种世界音乐。研讨课是

研究生阶段的主要课程形式，教师提供必

读文献及参考文献，学生课外阅读之后在

课堂上集中讨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

带着多元的文化背景，在研讨课上总能碰

撞出非常激烈的学术火花。

另外，本科音乐方向和研究生的民

族音乐学、表演方向，还须选择世界音乐

表演课程，这是亚非学院最具典范意义的

课程设置。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过程

中，不管是英国的布莱金，还是美国的胡

德，他们都强调跨文化的音乐表演体验，

胡德理论性地称之为“双重音乐能力”，这

一传统在亚非学院得以很好的传承。本科

生第一年必须修世界音乐表演课程，第二

年或第三年为选修课程，对于表演专业方

向的研究生而言，表演是其最重要的核心

课程。除了印度尼西亚加美兰是音乐专业

第一年必选的表演课程之外，可选择的其

他表演课程非常广泛，根据每年在该校教

授表演课程的教师而定，包括西非的鼓乐

(pjembe、Kpanlogo)、克拉琴(Kora)、木

琴(Mbira)；东非鼓乐(AmadiIlda)；东亚

中国、日本和韩国大多数传统乐器及部分

声乐；中东地区乌德琴(oud)、鼓(Frame

Drum和D砷uka)和部分声乐；土耳其卡
农琴(Kanull)；南亚印度的西塔尔琴(Sitar)、

塔布拉鼓(Tabla)及大部分传统乐器和部

分声乐；东南亚加美兰乐队及泰国传统器

乐马哈里乐队(Mallori)等。表演课程要求

学生掌握其中一件乐器演奏或一种演唱风

格，能够在乐队中完成合作与演奏，并能

熟知相关知识体系，课程结业时，选修不

同表演课程的同学统一在演奏厅进行表演，

其成绩占课程的80％，另外，表演课程教

师根据提交的练习记录或小论文(本科生

为1000字，研究生为3000字)进行问答，

其成绩占课程的20％。

事实上，国内一些具有前沿学术理念

的音乐类高校，已经展开了很多有关世界

音乐表演实践的课程和工作坊，但与亚非

学院相比较，目前的情况下很难有长期常

规化的制度与深人的社会影响。在亚非学

院，得益于伦敦这座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

国际化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对世

界音乐有着自发的需求，他们既有对跨文

化音乐体验的需求，也有对自我文化的认

同及文化身份的建构和想象，加之社会对

多元文化观念的普及，让具有不同文化背

景的音乐家能够在此以演奏和教授世界音

乐为生。亚非学院正是基于这一优势，外

聘了多位居住在伦敦的顶级世界音乐职业

音乐家，他们长期在亚非学院教授表演课

程，如非洲克拉琴演奏家卡地亚里·库亚特

(Kadialy Kouyate，见封三下图3)，加美兰

演奏家安德鲁·钱宁(Andrew Ch籼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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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塔布拉鼓演奏家三居·萨海(sanju

sahai)，古巴音乐演奏家莎拉·麦琪(Sara

McGuiness)等。另外，在亚非学院音乐系

的专职教师中，也有能够教授演奏课程的

演奏家、作曲家和学者，如尼克·格雷(Nick

Grav)来自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他负责

加美兰的课程；露西·杜兰(Lucy Duran)

是非洲音乐和古巴音乐的演奏家和学者，

她负责部分非洲音乐和古巴音乐的演奏课程。

为了让学生们更广泛地接触世界音乐，

其表演课程的设置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并

提供一定数额的经费。如果不满足以上课

程范围，还可选择跟随校外世界音乐演奏

家进行学习，有些学生跟随居住在伦敦的

世界音乐演奏家学习，有些学生则在不同

区域的田野工作中跟随当地的演奏家学习。

并且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获得500英镑用于

校外世界音乐表演学习的经费支持。正是基

于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以及灵活的办学理念

与丰富的世界音乐表演课程，亚非学院逐渐

成为世界音乐表演的教学与展演中心。

三、以表演为核心的研究传统

直到近年，应强调“本体、表演”还是“文

化”，仍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争论的话题之

一。所谓“本体、表演”研究，大意是指

在研究中以音乐表演及本体分析为基础的

研究范式；“文化”研究，是指运用以文化、

社会的理论视角，跨学科关注音乐观念、

行为及其语境的研究范式。两者在发展过

程中早已相互融合与交叉，争论的主要分

歧在于谁应成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当中更核

心的部分。笔者初到亚非学院就在合作导

师凯斯·霍华德(Keith Howard)的小课上

向他咨询：什么是亚非学院的研究传统?

凯斯毫不犹豫地回答：“在亚非学院众多传

统中，音乐表演的研究无疑是最显著的传

论高等音乐教育中的去殖民化策略 I "

统。”在一年访学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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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文学科获得的博士文凭，⑨其研究也具

有广泛的跨学科的综合视野。正如前文所

述，亚非学院已经成为英国乃至欧洲最重

要的世界音乐展演中心，聚集了众多顶级

世界音乐演奏家，也吸引了来自全球热爱

世界音乐的学生，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样

的传统，音乐表演成为该校教师最重要的

研究领域之一。研究与教学紧密的结合也

匹配了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求学目的，同

时，亚非学院也成为向英国社会传播世界

音乐最重要的窗口。理查德教授是南亚传

统音乐研究专家，对印度、尼泊尔等地多

种音乐风格有着深人的研究，世界权威音

乐辞典《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有

关印度的词条均由其编撰；其最重要的两

部著作《德儒帕德：印度音乐的传统与表

演》@《达帕：南亚城市中的神圣歌唱》⑥

和多篇有关印度及南亚音乐的研究文献，

多以音乐表演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其开

设的相关课程中，有好几位同学是来自印

度的音乐家，作为印度音乐文化的局内人，

这些音乐家有着丰富的音乐表演实践经验，

但理查德教授对北印度声乐表演艺术的深

入研究为他们提供了全面的学理知识、前

沿的学术思考，以及他者的反思。因此，

对于这些音乐家而言，不仅可以获得西方

高校的文凭，也能在课堂学习中获得与自

己表演专业相关的学识。同样，凯斯教授

是韩国及东亚音乐文化的研究专家，对韩

国及东亚传统音乐及其表演艺术有着深入

的研究，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笔者访学

期间结识了多位毕业于韩国国立音乐学院

传统乐器表演专业的学生，他们选择了凯

斯教授作为硕博导师在亚非学院继续攻读

学位。另外，还有前文介绍的印度尼西亚

演奏家、作曲家及学者尼克教授；非洲音乐

克拉琴演奏家、学者露西教授等。总之，这

些教授关于世界音

吸引全球学生来此

民族音乐学嚣

惠于其他人文学乖

本体及表演的研霸

或缺的作用，这是

并且，深入的田墅

多元理念，也早已

当然追求自由、1

亚非学院的情形廖

有自己的传统和居

在讨论学科属性与

内的音乐学术机杉

合大学、艺术学防

中心、政府各级行

音乐传统与种类耍

体而言，我们的砌

状态。但就国内雕

成集创作、指挥、

管理和音乐科技蔓

了西方音乐相关专

半壁江山的国乐刺

国外高等音乐教葛

是我们的特色与蔓

究，也应对教学伪

此，学者在传统名

族)的研究中，既

还得加大研究力度

体系。

⑥笔者的合作导师

得者之一。

⑥sanyal Ritwik￡

m击f油肋d Pef触卸cl
Mllsicology S耐es，2004．

(⑨、矾ddess Richard．

A豇锄aO，’Ashgate：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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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去殖民化的策略

——发展世界音乐

去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理论研

究专家沃尔特·米格诺罗曾预言：“未来

数十年，世界的秩序将由五个不同却又共

生的轨道中的斗争、协商、竞争与合作所

决定⋯⋯”⑩这五个轨道分别是再西方化

(Rewestemization)、再东方化(Reorientation)、

去西方化(Dewestemization)、去殖民化

的选择(Decolonial 0lption)和精神的选择

(spiritual option)。去殖民化及其相关联的

西方化与去西方化，已成为不同学科广泛

讨论的理论话题，更是不同领域所共同面

临的社会现实。美国民族音乐学协会2006

年年会，就曾以“去殖民化与民族音乐学”

(Decolonizing Eulnomusicology)为题， 探

讨民族音乐学中的去殖民化理论问题，@

近期去殖民化被学者理论性的提出是应用

民族音乐学运用于社会的重要实践。⑩美

国民族音乐学协会2018年年会前论坛，以

“民族音乐学、教学和表演中的去殖民化策

略”⑩为题，专题讨论美国西南部与拉丁美

洲去殖民化的实践与反思。与此同时，国

内学界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对我们

的学术与学科所取得的成就与出现的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反思。总体而言，这

四十年学科的发展，无疑伴随着对西方学

术思想的学习、融入与运用，由此构成我

们当今学术话语的整体概貌。近年来，学

科发展也慢慢呈现出从学习西方转向努力

摆脱西方影响，增强文化自信，建构自我

的理论话语体系的趋势。这正如沃尔特的

预言，似乎全世界不同角落都在共同描绘

这样的社会愿景，那就是去殖民化及其背

后的西方化。

去殖民化是一个具有多维度的理论视

论高等音乐教育中的去殖民化策略 I!DI

角，不同的身份粕

同的维度。亚非学

很难说该校的理念

其学科设置与实两

说是西方社会真Ⅱ

值观，建构去除纠

体系。其具体途徭

西方古典音乐具确

果，设置学位将这

的标准，并以深久

播这些非西方音乐

鼓励不同音乐文化

由此创造了一种索

以西方为中心的蔼

经验，对于国内学

那么，中国能

西方化及去殖民铂

格局之上，处理女j

世界音乐文化的砉

历史告诉我们，匡

化是既成事实，氆

结果。近年反思巨

体现在发展专业甜

保护传统音乐文制

传承中的即兴演萎

⑩walter Mignol‘

Modernfty Gjo蚰j Futu

UIliversi哆Press，20lI，pp

⑥参见“sEM协会

。咖age／Con￡_Past。
⑩Elizabeth Mac

Applied Ethnomusicolc

Apllied Ethnonmsicology，

Titon，Oxford，New Yorl

pp．379—450．

⑨同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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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的过程中，我们除了传统曲调的

收集、律调谱器的整理、传承人及名录的

认定之外，还应保护维系传统音乐文化品

行的传承方式(教与学的方式)，⑧以及音

乐术语与表演技法系统、音乐思维方式和

审美风格等理论体系，这也应是致力于传

承传统音乐文化的音乐高等院校所需纳入

其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历史

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音乐文化的发展，

除了自身强大的文化力量之外，还需融人

来自外部的文化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

去西方化并不是反对或去除西方文化，而

是消解其作为人类音乐文化唯一中心的地

位及连接纽带的结构关系。因此，西方或

其他的某一种文化都不应成为世界唯一的

中心，正如亚非学院所展示的教研体系，

发展与传播世界音乐，我们更广泛、深人

地接触和分享不同的世界音乐文化，是突

破纠缠了百年的关于中西文化的狭隘观念，

乃至是去殖民化的重要策略。在全球化进

程中，如果所有的音乐文化都参与其中，

基于自身的传统自由分享人类音乐文明成

果，从西方单点对世界多元的方式，转变

为不同文明之间的自由连接，从而建构未

来可持续的、去单一中心化的新型音乐发

展生态。

余论

一所音乐高等院校的视野是否开阔，

志向是否高远，学术是否前沿，可从“世

界音乐”专业方向的发展状况当中找到答

案。中国音乐学院在1964年成立之初就设

置了“亚非拉美”专业，主要研究亚非拉

美各国的民族音乐、革命音乐的现状，以

及和我国的音乐交流(尤其是与邻近国家

音乐的交流)；开‘

乐概况”，以及越]

音乐等专题；俞]

教师有安波、马可

还有邀请校外的i

因历史原因未能眷

的早期发展中发砻

殊时期对西方霸耄

民化的世界潮流篡

中央音乐学院从2

乐周”，将世界不I

深度的研讨与交移

性的过程。此外，

院主办的“东盟名

富的学术及展演蒋

多相关课程体系的

可以说，当时

历西方文化中心‘

后，中国高等音牙

更广阔的“世界音

学位设置，以及举

发展方面，亚非等

们提供了重要的差

展需要社会的共晴

发挥其重要的前沼

作者信息：牛

国音乐研究基地研

⑩参见王先艳《传

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 5

⑩参见“中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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