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美观的历史作用全以消极而

论
,

显然是缺乏 事 实 根 据

的
。

再者
, 《聚 》文关于

“

中

和
”

审美观成为导致我国音

乐
“
落后 ” 的 “

重要原因
”

的

论断
,

也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了
。

既然
“

中和
”

审美观
“

早

在春秋时期
”

就产生
,

且
“
长

期占据统治地位 ” ,

起着
“
阻

碍音乐艺术的创新 与 发 展
”

的作用
,

中国音乐史上为什

么还是出现了象唐代那样音

乐发展的全盛 时 期 呢
“

中

和
”

审美观的惰性作 用 为什

么在近代才成为音乐衰落的

原因呢 说到底
,

关于音乐

艺术以至整个文学艺术的发

展与衰落
,

最终还是应到社

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当中去找

原因
。

审美观念毕竟也为社

会物质生活所决定
,

是属于

第二性的
。

它只能是作为现

实社会生活与审美活动的中

介
,

对艺术的内容
,

形式
、

风格等 方 面
,

发 生 或 大 或

小
、

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

而很难直接 左 右 艺 术 的 兴

衰
。

如果对我国音乐
“

由盛

而衰
” , “

迟迟未能改变落后

状况
” ,

一定要从审 美 观 念

方面找原因 的话
, “

中和
”

审

美观作 为 原 因
,

也 决 不 是
, “ 重要

”

的
。

至于说到
“

我国

当代音乐长期不能成为人民

的心声
” ,

就更使人 觉 得 持

论无据了
。

我们不免要问
,

“ 当代
”

的概念
,

是否包括了

建国后的三十年呢 这里否

定的对象
,

实际已经越 出了
“

中和
”

审美观而牵涉到音乐

发展实践方面的历史了
。

按

照《聚 》文的说法
, 尽管

“

中

和
”观念自犷春秋时期 ”

鲜产
生

,

且至今还“
束缚

”

着音乐

的
“

蓬勃发展
” ,

但我们总不

能因为否定
”

中和
”

审美观而

把两千年前至今天的中国音

乐文化全部一否了之吧

通过 以上对
“

中和
”

审美
观的内妻

、

性质
、

作用等方

面的历史分析
,

可以清楚地

看到
,

它并不象《聚 》文所认

为的那样是一无是处的 它

关于艺术应该是合于规律性

和合于 目的 性 的 统 一 的 认

识
,

从现实 价 值 的 角 度 来

讲
,

也并非是一无可取的
。

在我们对中华民族古老的传

统文化进行 全 面 反 思 的 今

天
,

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评

价
“

中和
”

这一中国音乐美学

史上的重要理论范畴
,

也涉

及到一个对待音乐文化传统

的根本态度问题
。

对于音乐

文化传 统
,

也 还 是 那 句 老

话
,

只能是批判地继承
,

除

其糟粕
,

取其精华
,

没有这

个批判地继承 加上对外来

音乐文化的批判 地 吸 收
,

就不能建设和发展起我们社

会主义的新的音乐文化
。

因

此
,

象 《聚 》文对待“
中和

”

审美观那种一概否定
、

全部
“ 扬弃

”

抛弃 的态度
,

绝对

是不可取的
。

资任编辑 金兆钧

户

自 年 月赴 日本留学的中国广播民 乐 团 青年

古筝演奏家苏宇虹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于今年

月 日在 日本东京民族音乐活动中心
“

音工场
”

举行了中

国古筝演奏会
。

演奏会由东京艺术大学
、

洗足学园大学

讲师增山贤治主持
。

苏宇虹为 日本观众演奏了我国传统

筝曲《将军令 》
、

《高山流水 》
、

《寒鸭戏水 》
,

根据古琴
、

琵琶曲改编的《关 山月 》
、

《阳关三叠 》
、

《春江花月夜 》,

以及她本人根据 日本民谣编曲的《樱 》
。

青年管子演奏家

吴晓钟 陕西省歌舞团演奏员
,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附

中 也应邀参加了演出
。

中国青年演奏家们精湛的技艺

博得了 日本音乐家及观众的赞赏与好评
。

“

音工场
”
是一些致力于东方民族音乐发展的 日本音

乐家于 年 月开办的一个民族音乐活 动 中心
,

旨

在促进亚洲地区民族音乐的相互交流
。

在民族音乐活动

中心举行中国古典音乐演奏会
,

这还是第一次
。

新

门 , ‘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