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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非之间国际合作交流的程

度、 水平和规模不断提升， 音乐在此间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根据所

收集到的文献及历史资料， 本文从中非音乐交流的视角把当代中国非

洲音乐研究成果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1955—1977
年）、 改革开放 30 余年 （1978—2012 年） 以及习总书记提出 “一带

一路” 战略构想以来 （2013 年至今） 的三个阶段， 并以统计学的方

法对其理论成果进行分期审视与反思， 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音乐文化

交流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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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民族解放运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原为

殖民地的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相继独立。 20 世纪 50 年代， 为了突破美苏

的封锁和包围， 新中国开始在第三世界中寻找战略盟友， 寻求与亚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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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总理以其敏锐的政治家眼光， 于 1955 年 4 月在印

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提出， 要将文化交流 “作为增加

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 在此政治背景

下， 我国选择以文化交流作为与亚非各国交往的突破口与先行领域， 由此

开创了中国外交中文化先行的时代。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 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 （以下简称 “中

非”） 之间音乐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1955 年 5 月 31 日在北京签

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埃及共和国政府代表关于两国文化会

谈纪要》 以及 1956 年 4 月 15 日在开罗签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

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掀开了这一开创阶段的崭新一页。 该 《合

作协定》 的条款中， 就有 “互派艺术代表团至对方国家演出” 和 “互换

唱片” 等与音乐有关的具体内容。 随后， 我国首次派出 70 多人的文化艺

术团出访埃及、 苏丹等地， 给这些非洲国家带去了中国民族音乐舞蹈节

目。 这一时期中非音乐文化的交流， 以 1962 年建立的东方歌舞团学习演

出非洲民族音乐舞蹈节目与对非洲的访问演出， 以及邀请非洲国家的音乐

舞蹈团体来华演出为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 是中非音乐文化交流的第二个历史阶段。 这

一时期， 在中非音乐互访演出更为频繁的同时， 非洲民族音乐的内容， 以

编入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与高等院校音乐专业教材的形式进入了我国国家

教育体系； 非洲音乐的节奏与旋律， 在中国专业与群众文化领域的音乐舞

蹈作品编创中被大量运用； 非洲音乐舞蹈的理论研究与学术活动， 也与教

育、 表演等实践活动一起， 迅速发展。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筑 “一带一路” 的战略构想， 以及中非逐渐

形成互利共赢的 “利益共同体” 和共同发展繁荣的 “命运共同体” 之

际， 中非音乐文化交流又进入了全新的、 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政治和

经济合作， 必然推动中非文化的相互传播， 而非洲文化是以音乐舞蹈为

其表征之一， 因此中非音乐交流将在第三个发展阶段达到历史的新

高峰。

732当代中国非洲音乐研究成果述评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对非洲

  音乐学术研究的成果统计（1955—1977 年）

（一） 文献梳理

  笔者将以统计学的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22 年间中国

大陆关于非洲音乐研究的文论与著作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分类梳理及特征

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 此文所统计的文论与著作都是以中国大陆学术界

直接论述和间接涉及研究非洲音乐内容为统计对象， 探讨重心在于中非

音乐文化交流的发展， 因此国外有关非洲音乐的论著将不在统计范围

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本文统计的内容不包括宏观世界民族史上涉及

非洲音乐的专著， 因此诸如罗兰德康代的 《世界音乐通史》 不包含在

统计范围之内。 另有美国黑人音乐虽与非洲音乐有着较深渊源， 但其发

展于美国， 融合了不同地域特色， 因此也不在本文统计范围之内。 具体

统计情况如下：
在这一时期， 中国大陆关于非洲音乐的理论研究尚且处于启蒙阶

段， 学术界没有出现任何一本关于非洲音乐研究的专著， 期刊论文也仅

有 8 篇。 涉及区域以撒哈拉以南地区为主， 领域也较为单一， 主要以非

洲音乐本体为研究内容， 其中涉及了非洲歌曲、 非洲民间器乐、 非洲舞

蹈； 另外文章主要记录了 1964 年中国艺术团出访非洲和该年度中非文

艺晚会的举办情况。 在笔者统计范围内， 从新中国成立后至 1955 年，
大陆学术界关于非洲音乐的研究处于空白阶段， 而发表时间最早的相关

文献是汉斯·希克曼 （ Hans Hickman） 和平林于 1956 年发表的论文

《埃及的民间音乐》 ①。
这一时期的期刊文献可以划分为非洲音乐本体研究、 非洲舞蹈、 音乐

交流纪实三类。 其数量分布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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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5 年至 1977 年不同类别论文数量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

（二） 原因解析

经过上文的整理与分析， 可以发现 1955—1977 年间是中国对非洲音

乐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学术界关于非洲音乐的理论成果仅有 7
篇， 平均每年发表的学术成果不足 1 篇， 所有期刊论文仅停留在浅层， 研

究内容也比较局限，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1. 因缺乏实践支撑， 理论研究仅流于表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际问题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薄弱环节， 而作

为国际问题研究之 “地区研究” 的非洲， 较之国内的欧洲、 北美、 “苏

东” 等地区研究， 研究基础更为薄弱。 因此， 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创

建科研队伍， 建立资料采集系统， 先抓实践后抓理论。 大量的交流演

出， 派遣优秀人才交流学习不仅是为了配合 “文化先行” 的外交政策，
更是为日后的科研研究积累经验。

2. 各大非洲研究所对非洲音乐的重视程度尚浅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继建立许多非洲研究所及研究小组， 但其研

究取向侧重于以非洲政治和经济现状为主， 同时兼顾非洲历史和社会问题

或专注于非洲区域发展条件与资源问题研究。 而中国亚非学会 （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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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被赋予科研的职能， 但它同先期成立的中国人民对非友好协会

（1960 年） 一样， 更主要的还是侧重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 此外， 人才

尚处于培养阶段， 科研人才的稀缺也是一大原因。
3. 时代背景给予理论研究的巨大影响

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 国内科研工作受到巨大创伤， 研究机构被

迫解散或停止日常工作， 科研计划全部搁浅， 稍有起色的非洲音乐理论研

究又停滞了。 当时的理论研究学者们未能有一个稳定的研究环境， 各项设

备条件尚且欠缺这不得不说是非洲音乐研究领域里的一大挑战与遗憾。

二 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中国对非洲音乐学术

  研究的成果统计（1978—2012 年）    

（一） 文献梳理

  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间， 中国对非洲音乐的学术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

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这首先就体现在出现了以非洲音乐为主要

研究内容的专著成果。 具体有： 专著 1 部。 李昕的 《从 “撒哈拉” 往南

走———黑人音乐偶拾》① 放眼整个非洲音乐研究的学术领域， 国内全面研

究和评介非洲音乐的专著仅此一部， 可见其具有学术开创性。 该著详细介

绍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黑人音乐的一些故事， 论述了黑人声乐、 乐器、
音乐表现手法、 音乐流传的过程等内容， 审视非洲音乐与生活的关系。 对

于非洲音乐渊源流变的过程规律揭示了对非洲音乐价值的判断， 作者都有

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
译著 2 部。 J. H. 克瓦本纳·恩凯蒂亚 （ J. H. Kwabena Nketia） 的

《非洲音乐》 和 A. 阿杜·博亨的 《非洲音乐通史》②。 据笔者查阅， 《非

洲音乐》 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完整翻译研究非洲音乐的著作， 较全面而系

统地介绍了非洲音乐的产生、 发展和现状。 此书作者是加纳音乐学家、
作曲家， 多年来以非洲音乐研究为主。 虽然这两本译著的非洲音乐研究

内容概略性较强， 但在当时较封闭的学术环境下， 具有开创性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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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昕： 《从 “撒哈拉” 往南走———黑人音乐偶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年版。
A. 阿杜·博亨： 《非洲音乐通史》，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出版社 1991 年版。



价值。
曲集 1 部。 由李昕和阿金·尤巴共同编写的 《非洲钢琴曲集》① 选取

了 10 位非洲作曲家作品， 这些作曲家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都体现了非

洲本土艺术特色， 该曲集对国内钢琴教学视野、 艺术创作演奏曲目的拓展

上， 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反思意义。
相比于这一阶段大幅度增长的论文数量， 非洲音乐研究的专著数量仍

然较少。 上述 3 部著作的侧重点分别在非洲音乐的宏观介绍、 撒哈拉以南

黑人音乐的研究以及非洲作曲家作品整理。
根据统计结果， 改革开放 30 多年间 （1978—2012 年） 共有 152 篇论

文发表， 其中仅有 8 篇学位论文， 且均为硕士论文。 将这一阶段每五年为

一时期， 统计该时期内的论文数量。 发现前四个时期的论文数量尚未形成

定向增长趋势， 但从 1998 年起， 随之进入 21 世纪后， 呈现几何级数增长

如图 2 所示。

图 2 改革开放 30 多年间每五年期间论文发表数量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

这一阶段的文章数量较之于前一阶段有了大幅度增加， 根据现今学者

对非洲音乐的研究内容及其表现方式归纳整理为八大类， 分别是： 1. 非

洲音乐本体研究； 2. 中非音乐交流纪实； 3. 歌舞音乐 （包括非洲舞蹈）；
4. 音乐教育； 5. 音乐人类学； 6. 音乐与其他交叉学科； 7. 音乐家及作品

研究； 8. 非洲艺术文化研究审视。
各类之间的数量比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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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改革开放三十年八类论文数量所占比例

在此阶段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中， 博士、 硕士、 期刊论文分别占同期

总数的 0、 5% 、 95% 。

（二） 原因解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多元开放的心态迎接世界优秀民族文化， 在前一

阶段的基础上， 国内非洲音乐研究的学术气氛不断提升。 世界民族音乐

学会 （1996 年） 的建立， 给予世界民族音乐更大的关注， 使人们在更

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认识非洲音乐。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非音乐交流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至此， 非洲音乐的理论研究范围逐渐扩大， 深

度也有所提高， 国内学者以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 李昕两位学术带头人

为代表， 把研究的焦点从零星的乐器和歌曲介绍， 转移到对非洲音乐特

点的总体概览上， 在总结前人和参考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这一时期

的音乐研究在前一阶段研究基础上有质的飞跃， 并完成了研究方向的转

变。 可以说， 这一时期是一个调整过渡时期， 为 21 世纪中非音乐文化

交流起到了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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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奏响“一带一路”的时代和声，中国对非洲音乐

  学术研究的成果统计（2013 年至今）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 “一带一路” 构想的提出标志着

中国发挥大国作用， 以大国姿态友好和平地整合亚、 非、 欧三个大陆， 惠

及经济带上各国包括经济、 政治、 文化各个领域共同发展。 从 “一带一

路” 提出到现今各个领域稳步实施发展， 中非音乐文化交流进入了另一

个全新的时期。
据统计， 2013 年至今中国有关非洲音乐的学术理论研究共有 54 篇，

其中包括两篇学位论文， 分别是魏晓平的硕士论文 《高中音乐课中世界

民族音乐的教学研究》① 和陈朝黎的博士论文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塔若

卜 （Taarab） 音乐研究》②。
这一时期上述八类论文的数量如图 4 所示。

图 4 2013 年后八类论文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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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晓平： 《高中音乐课中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

系， 2013 年。
陈朝黎：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塔若卜 （Taarab） 音乐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中央音乐

学院， 2016 年。



由图 4 可知， 2013 年后音乐界对非洲音乐本体的关注度仍然最高，
其次是音乐教育， 再次是以音乐人类学为视角研究中国境内的非洲人的生

存状态、 音乐认知状况及其文化生态。 与前一个阶段相比， 学者们开始逐

渐把研究目光从中非音乐交流纪实和音乐家及作品的研究转向其他领域，
整体上呈现出多个领域共同发展的趋势。

在此阶段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中， 博士、 硕士、 期刊论文分别占同期

总数的 2% 、 2% 和 96% 。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篇研究非洲音乐的博士论文， 作者以东非地区桑

给巴尔岛的塔若音乐为研究对象， 进行了基于实地田野考察的深入研究，
这在以往任何时期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篇博士论文的出现表明了学术界对

于非洲音乐的理论研究开始出现了持续性的深入关注。

四 三个阶段学术研究的对比分析

在上述三个阶段， 即 1955—1977 年、 1978—2012 年、 2013 年至今分

别发表论文 16 篇、 152 篇和 54 篇。 笔者按各阶段每年平均发表的论文数

量比较三个时期对于非洲音乐理论研究的整体关注度如图 5 所示。

图 5 三个阶段论文发表数量

从三个阶段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较为准确地看出， 自 1955
年以来， 三个阶段的论文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音乐学界对非洲音乐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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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度在持续增加。
按照三个阶段不同类别非洲音乐研究的数量整体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个阶段不同类别文献总量

类别 总数
1955—

1977 年

1978—

2012 年

2013 年

至今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硕士）

非洲音乐本体 96 5 68 23 93 3

中非音乐交流纪实 30 2 25 3 30 0

歌舞音乐 （舞蹈） 18 1 16 1 18 0

音乐教育 22 0 12 10 19 3

音乐人类学 11 0 4 7 9 2

音乐与其他学科交叉 11 0 5 6 10 1

音乐家及作品研究 20 0 19 1 16 4

非洲艺术文化研究审视 7 0 3 4 7 0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

八类论文的数量依次列图如下 （图 6）。

图 6 八类论文在各个阶段内的数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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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八类论文总数量所占比例

五 启 示

新中国成立后， 中非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多有成

果产出， 且整体呈现蓬勃向上的趋势。 然而纵观 60 余年间中国学者及音

乐活动家的研究成果及方向， 能够走出国门， 真正的长时间扎根于非洲本

土进行 “音乐田野” 工作的少之又少。 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是要 “认识

他者”。 由于距离的遥远、 历史上文化传统的相异这些客观因素、 文化认

知的隔膜等主观因素， 我们对非洲本土音乐没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我们需

要去认识， 需要通过了解全球化音乐语境中的 “他者” 来反思自我。① 在

认识 “他者” 的过程中， 除了需要有独特的学术研究角度， 材料的收集

也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要有足够多数量的材料收集， 还应关注材料的真实

性与本土性。 在这一方面， 国内大多数的非洲音乐学家的非洲音乐研究材

料往往也是二手资料， 或是在短暂采风活动后收集部分材料， 实地田野调

查的缺乏是导致目前大量理论成果出现低层次重复现象的主要原因。 这不

仅有学者研究不严谨的主观原因， 还存在着科研经费不足， 科研支持条件

尚不成熟等客观限制。
洛秦在 《 “近我经验” 与 “近我反思” ———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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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方法和意义》① 中提出相对于西方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以 “他者” 来反

观 “我者” 文化的学术立场， “近我” 的学术立场， 就是不以时间地域空

间距离为限定， 而以文化认知的感悟程度来判断。 同样， 中非音乐文化的

交流不应仅仅局限于各自的音乐本体研究， 中非人民在他国异域文化背景

下迥然不同的音乐行为、 音乐文化认知态度会对双方有着怎样的影响？ 在

全球化大背景和跨文化环境的夹缝中， 中非人民的音乐活动与研究又有着

怎样的发展？ 最终非洲文化的输入对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 我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环境有何影响？ 这些都需要相关非洲学研究学者以 “我者”
音乐文化为对象， 进行思考。

在全球化已然成为既定事实的大背景下，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路” 的战略构想的指引下， 中非正逐渐成为互利共赢的 “利益共

同体” 和共同发展繁荣的 “命运共同体”。 在中非音乐文化交流的进一步

发展融合中， “他者” 眼光和 “我者” 文化反思同样重要， 这是客观把握

当前中非音乐文化交融现状与进一步繁荣我国文化、 对于优秀外来文化

“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 发展战略的关键。

（责任编辑： 王严）

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African Music Studies in China

Wang Jingyi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Music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it.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essay divides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frica music research in China in-
to three stages， i. e.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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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1955 - 1977）， the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1978 - 2012） and the time sinc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put
forward by chairman Xi Jinping （2013 - ） . The essay uses statistics in reflec-
tion it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aims to promote the music and culture com-
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words： Sino-African， Music Research， Statistic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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