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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2014 年王光祈音乐研究述评

宋显彪

(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四川成都 610021)

摘 要: 从研究之研究、综合研究、思想研究、成就与作用研究、研究方法研究、作品研究及生平研究七个方面对

2000 年至 2014 年间的王光祈音乐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期间王光祈音乐研究人

员众多、思想活跃、成果丰富。王光祈音乐研究状况的阶段述评，能够总结研究成果、理清研究脉络，进而为未来的

王光祈音乐研究提供充分的选题指引和全面的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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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祈先生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1922 年之前

从事社会活动，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其后留学德国转攻音乐，又在我国音乐史

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自有王光祈研究

以来，对其研究也就大体分为社会活动研究和音乐

活动研究，两种研究虽有所交叉，但区分明显。
本文对 2000 年至 2014 年间的王光祈音乐研究

论著进行完整收集、系统分类、全面梳理，深入分析

解读重要研究文献的内容，理清研究脉络，以总结

王光祈音乐研究成果并为未来的王光祈音乐研究

提供选题指引和文献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凡 2000 年之前已经出版、发表

过的论著，在 2000 之后再版、修订出版或重新发表

的，不是新的研究成果，因此不属于本文研究范围，

本文不作分析; 2000 年至 2014 年间有些论文既在

期刊发表，又在专著中出版，则同时列出，以方便读

者获取和查考; 某些论文过于粗浅鄙陋，几乎没有

学术价值，本文亦舍弃不做分析。另外，本文对王

光祈音乐研究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叙述方便和

便于研究者掌握王光祈音乐研究的脉络和趋势，可

能存在分类不尽完善、内容交叉、归类不精确等问

题，请各位研究者理解。

一、王光祈音乐研究之研究

研究之研究是指对王光祈音乐研究现状和研

究文献的分析与论述，分为: 研究状况分析、研究会

议综述、研究文献分析。

( 一) 研究状况分析

对王光祈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与分析的文献，仅

有牛 岛 忧 子《中 日 的 王 光 祈 研 究 之 现 状 与 课

题》［1］，［2］54 － 66。作为一名日本学者，牛岛忧子对中

日两国王光祈研究有着全面的了解，在其论文中，

牛岛忧子简明介绍了中日王光祈研究现状，详细列

举相关研究人员，将已有的王光祈研究总结为: 史

料建设、王光祈音乐学业绩和历史评价、王光祈思

想和评价，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未来王光祈研究

的课题: 与王光祈相关联的人物和事件的文献调查

和整理、王 光 祈 音 乐 学 之 再 验 证、王 光 祈 思 想 史

研究。

( 二) 研究会议综述

2000 ～ 2014 年间共举行了三次王光祈学术研

讨会，分别为 2002 年、2009 年和 2012 年，均由四川

音乐学 院 和 成 都 温 江 区 政 府 联 合 主 办 并 在 成 都

举行。
2002 年会议名称为“王光祈社会活动暨学术研

讨会”，会议共收到 16 篇论文，有 7 名专家学者在会

议上发言，从不同角度研究王光祈政治活动、音乐

活动。会后，李岩［3］撰写综述，描述了会议基本情

况，对论文内容作了概述。
2009 年会议名称为“王光祈研究国际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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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来自德国、新西兰和日本的研究者参会，显

示出 王 光 祈 研 究 的 国 际 化 趋 势。会 后，甘 绍

成［2］326 － 334，［4］撰写了会议综述，除了介绍会议基本

情况外，将会议收到的 29 篇论文分为四个方面进行

分类概述: 王光祈学术研究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对王

光祈本人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王光祈在中国近现代历

史上的影响、王光祈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的启示。
2012 年会议名称为“纪念王光祈先生 120 周年

诞辰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 20 余所高校、科研机

构、杂志社、报社、期刊编辑部的近百名专家、学者

参加，会议共收论文 36 篇。会后，黄磊，朱晓舟［5］

撰写综述，分王光祈的政治思想及活动、王光祈的

文化思想、王光祈的音乐理论研究、王光祈其他方

面的研究四个方面介绍会议论文情况。

( 三) 研究文献分析

自有王光祈研究以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 2009
年出版的五卷本《王光祈文集》［6］，乃王光祈文献整

理的集大成之作，其中“音乐卷”基本完整的收录了

王光祈音乐类文献。对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多名研

究者表达了关注和看法。
冯光钰［2］15 － 19，［7］从四川音乐学院长期致力于

王光祈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王光祈文集》从编撰

框架到体例规范“都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独创性”，其

内容更是“人文学术内涵厚重”，文集的出版是四川

音乐学院发扬王光祈精神的重大举措和我国音乐

学术界的盛事，文集“作为现代音乐学家的文献宝

库之一，应该是实至名归的”。作者认为通过学习

文集可以将王光祈学术思想归结为三个方面: 复兴

中华拯救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音乐史“社会生活

的反映”观、以我为主的中西音乐比较观。
管建华［8］从王光祈角色定位角度出发，着重于

从《王光祈文集》中探寻王光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

当代价值。作者认为，“王光祈的所有思想与成就

反映的正是一个时代音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

想的总体变量”，王光祈的学术思想成就对于中国

音乐学未来发展有两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王光祈
“在音乐研究中对中国音乐精神( 礼乐文化) 的研究

和现代中国文化精神( 少年中国精神) 与音乐文化

自觉的追求”; 二是王光祈“在音乐研究中的全球视

野和对 自 我 音 乐 文 化 经 验 或 音 乐 文 化 身 份 的 肯

定”，因此，王光祈是“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呼唤者

与音乐文化的自觉者”和“全球视野音乐文化研究

的中国音乐学先驱”。

陈达波［2］227 － 231，［9］由《王光祈文集》探讨王光祈
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并对目前学术研究存在的问

题提出批评; 邹承瑞［10］从王光祈音乐研究历程中引
申到“中华乐派”的建立的问题。

王光祈研究的另一本重要专著是王勇的《王光

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11］。陈永［12］的述评
介绍了这本专著的主要内容，指出其独特之处在于

掌握了国外丰富的新发掘的第一手材料，并运用了
“关联视觉”的方法来研究和考证王光祈出国留学

的直接动因、王光祈在德国改攻音乐学专业的根本

缘由、王光祈的西文著述详情，得出了具有“建设性

的”结论，“此举为以后中国音乐学界对于王光祈的

研究，搭建了又一个新的材料上的航梯”; 述评认为

该专著的瑕疵是“忽略了某些结论在学术史上的
‘关联’”和“行 文 表 达 过 于 文 学 化”。另 一 篇 文

献［13］是“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课程的
学习心得，对王光祈音乐活动及课程教授者王勇作

了比较随性的描述。
任红军［14］对王光祈研究的另一部专著《新文化

运动时期“音乐闯将”王光祈与西南地区民族音

乐》［15］进行评述，认为“书中著者对书中各章节的
论述既博采众长，又融入了自己的独立分析和见

解，作为在对王光祈研究的求索之路上积淀下来学

术成果，著者有大胆的研究假设、系统的论证和科

学客观的研究结论，为王光祈研究做出了四川学者

的积极贡献。”
胡扬吉［16］在对王光祈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

从四个方面描述了王光祈研究王光祈研究的发展

趋向: 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纵深发展、由音乐学

科为主为重向多学科并举并重的格局全面拓展、由
国内向国际范围逐步延展、由中心人物向关联人物

层层推展。
对于王光祈音乐研究情况的分析有助于理清

研究脉络、掌握研究动态、寻求研究方向。由本节

分析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分析成果较为丰

富，两次王光祈会议也均有相对应的综述，但研究

现状的文献却仅有一篇，而且还是关于王光祈各方

面而非专门的音乐方面的内容，使得历年来王光祈

音乐研究的进程、发展十分模糊，这种状况给研究

者的研究活动带来了一定困难，也影响了王光祈音

乐研究的总结。

二、王光祈音乐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是指对王光祈各方面音乐活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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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与论述。
前已述及，《王光祈文集》是王光祈研究最为重

要的成果，文集内容主要是王光祈本人论著聚合，

文集附录 1 ～ 4 分别为: 王光祈年谱、王光祈文献总

目、王光祈研究文献综目和中西文译名对照表［6］，

对于王光祈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王勇的专著［11］源自其同名的博士论文，分上下

篇。上篇为“王光祈留德生活考析”，采用“关联视

觉”的方法，查证和解读王光祈从决定留学到客死

波恩 17 年间的生活状况和重要历史事件，共五章:

王光祈留德原因考析、赴德行程考析、法兰克福的

生活考析、柏林的生活考析与波恩的生活考析。下

篇为“王光祈西文文献考析”，对王光祈的 16 篇西

文文献进行清晰的梳理，全部翻译并解读国内尚未

翻译发表的王光祈西文文献，共五章: 王光祈西文

著作的数量考析、1927 年的西文著作、王光祈的学

习论文与博士论文、王光祈其余的四篇西文论著，

另有附录一篇为“王光祈音乐著述和部分相关著述

写作或发表时序索引”。这是一本王光祈研究重量

级的文献，其特点在于: 丰富的国外第一手资料收

集整理分析、全面的王光祈留德及转攻音乐历程研

究、准确的王光祈西文著述考析，该书无疑为王光

祈研究带来了更加有力的助推。
谭勇等的专著《新文化运动时期“音乐闯将”王

光祈与西南地区民族音乐》［15］共八章: “少年中国”
的漫漫求索路、王光祈对中国民族音乐学在西南地

区发展中的影响、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素描、漫洒于

西南地区民歌中的王光祈思想、闪烁着王光祈思想

辉泽的说唱艺术、王光祈思想在歌舞艺术中的体

现、“黄钟之律”吹响后的西南地区器乐、王光祈国

乐思想在西南地区戏剧创作和发展中的运用。该

书采用例举方法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西南地区各曲

种、剧种与王光祈音乐思想的交融状况，对于如何

在地方音乐发展中应用王光祈音乐思想有一定参

考价值。
李岚清的论文［16］，［17］1 － 6 概述王光祈投身革命

事业、介绍中西音乐和倡导音乐救国的人生历程，

高度评价王光祈的地位，指出王光祈“是我国近现

代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理论家”“我国近现代音乐

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冯光钰［18］认为王光祈精神和学术风范“闪烁着

耀眼的光彩”，主要体现在: 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开

拓中国音乐学研究的贡献、科学求实的优良学风，

因此是“后世学习的光辉榜样”。
李岩［2］74 － 83，［19］详细分析 1940 年以来各历史时

期王光祈的权威研究者的言论及著述，研究王光祈

阶级属性、角色、性质的定位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汪毓和［2］8 － 11，［20］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开展

王光祈研究，认为王光祈的爱国热情、改革精神以

及促进中外音乐科学交流的具体实践的方法，对于

当前发展艺术科学仍有现实意义。管建华［2］67 － 68认

为应以全球性的视野来查看王光祈研究，指出王光

祈是音乐界全球化、跨文化的先行者。
还有其他研究者的文献［2］12 － 14，［21 － 27］概要地描

述王光祈的人生历程、音乐活动及其影响。
可见，这一时期王光祈音乐综合研究的范围十

分广泛，成果也极其丰富，既有理论性极强的论述

文献，也有参考价值很高的目录索引，还有多篇概

要的描述性文献。特别值得关注的内容是王勇整

理的来自德国的第一手资料及其对于王光祈西文

著述的考证，另外，李岚清、李岩、管建华等对于王

光祈的定位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并且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之内，也将广受关注。

三、王光祈音乐思想研究

王光祈音乐思想研究是 2000 ～ 2011 年间王光

祈音乐研究的重点，除了本节评述的论文外，上节

综合研究文献中也有所涉及，因此研究成果极为丰

富，分为: 音乐救国思想、国乐思想、音乐史思想。
( 一) 音乐救国思想

李兴梧［2］232 － 238，［28］认为王光祈的一生致力于救

亡救国，音乐救国是其救国思想的重要部分，“‘国

乐创造’与‘音乐救国’密不可分”“‘国乐’造就
‘谐和主义’，以‘谐和主义’达到‘救族’目的，只有
‘救族’才能‘救国’”。李嘉［29］等探讨了王光祈音

乐救国思想的起源，黄民文［30］认为王光祈将音乐作

为了其社会改良的方法之一。李波［2］295 － 299 探讨王

光祈音乐思想的现实意义，提出王光祈思想中的
“音乐兴国”概念，并指出其对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

的意义。
王续添［31］则提出王光祈的“音乐民族主义”，

认为“其音乐研究的力量源泉和动力机制”正是其

民族主义政治理想，其音乐研究及创作，“建构和阐

释了音乐民族主义的目标与内涵、路径和方法”，在

中国现代史的音乐与政治关系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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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乐思想

冯长春［32］234 － 283 将王光祈国乐思想置于 20 世

纪 20 ～ 40 年代国乐改进思潮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

究，认为王光祈认知的国乐是狭义的概念，首先强

调其民族性。作者指出王光祈国乐改进的逻辑思

路是:“承认国乐在‘工具’层面的落后，主张学习西

方的音乐理论与方法以改进国乐”，从而“能够‘从

速创造国乐’”，突出其民族性与民族精神，以促进

国乐的复兴。作者认为王光祈“对于新国乐的创造

寄予了深切的希望与重大的文化使命”，只有国乐

发达了，中国音乐才有资格进入世界音乐之林，更

进一步，王光祈复兴国乐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少年

中国”的梦想。
刘英［2］283 － 290，［33］通过对王光祈音乐学研究的整

理，认为王光祈的国乐思想可归纳为: 借用西洋音

乐的研究方法整理中国音乐、学习西洋音乐形式和

作曲方法、比较中西音乐的异同并找到其结合点。
胥必海［34］等认为孔子“礼乐”观从三个方面影响王

光祈国乐思想: 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中华民族

性”的宣扬、“谐和”思想，作者也指出王光祈国乐思

想的局限: 过分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对于音乐与

社会的关系认识的偏差。李世军［35］提出王光祈“民

族文化新音乐思想”，郭莹［36］提出王光祈“礼乐复

兴”思想，认为这是其国乐思想的前提。
管建华［37］比较王光祈与卫礼贤的音乐思想，作

者研究王光祈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礼乐”思想

方面的共同特点以及国际性学者的风范，并对王光

祈的中华民族“根本思想”文化意义作当代的阐释，

认为王光祈的“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是中国古代

的“礼乐”，“仍是中国音乐文化走向未来的自身的

文化逻辑起点”。
其他研究者［38 － 41］对王光祈国乐思想的源起、基

本内涵进行了研究。
( 三) 音乐史思想

明言［42］［43］80 － 97从对中国传统音乐、对中西音乐

比较、对中国音乐比较、对中国国乐建设四方面深

入论述王光祈的音乐批评思想，归纳总结其音乐批

评成就，这一研究成果能够为音乐学界对王光祈的

全面评价及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有力参考。
冯长春［2］144 － 146，［32］1 － 12从音乐思潮研究的角度，

认为尽管因为各种原因王光祈并未在此方面进行

更深入专门的研究，但“王光祈是近代中国提出音

乐思潮研究的第一人”，这应是王光祈最新的一个

定位。
关继文等［44］从王光祈国乐观、音乐教育观、民

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三方面研究王光祈音乐史思想，

认为王光祈是“我国近现代多种音乐文化研究的开

拓者”。何弦［2］317 － 325认为王光祈音乐史思想重要内

容是“进化论”，其撰写音乐史均以“进化论为结构

方式”，王光祈“这种具有强烈当下性、引入进化论

的音乐史写作方式”“为后人做出了很好的范例”。
胡郁青［45 － 46］等对王光祈音乐史思想进行了总结，但

略显杂乱，条理不够。王川、刘波［47］探讨了王光祈

的戏曲思想。刘小琴［48］分析认为“从王光祈的音乐

思想来看，他属于音乐领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满

新颖［49］分析了王光祈的对于歌剧的研究历程，认为
“没必要把他的歌剧观念人为地拔高。他仅从音乐

体裁的比较中获得了可以进行歌剧比较的一些论

据，这显然不得戏剧音乐比较的要领，这是一种在

标准的音乐史范畴内研究歌剧的方法，有其片面性

和局限性”。
王光祈国乐思想是王光祈音乐思想的核心，实

际上其国乐思想与音乐救国思想具有逻辑的前后

联系，密不可分，因此在研究中很难区分开来，从本

节研究者的论述也可以看出此种特点。这一时期

的研究比较完整的分析了王光祈国乐思想和音乐

救国思想的起源、逻辑过程、具体实践方式以及对

当前音乐发展的现实意义等内容，但形成体系的王

光祈音乐思想的全面分析、完整总结尚需更深入的

研究。

四、王光祈音乐成就与作用研究

王光祈音乐成就的论述散见于本文评述的王

光祈音乐研究各种相关论述之中，专文进行研究的

仅有罗天全《论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主要成

就》［50］，作者将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主要成就

总结为五方面: 主张爱国的民族性国乐观、最早将

西方音乐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并编撰了大量的音

乐论著、在我国乃至亚洲最早采用比较音乐学的研

究方法来研究音乐、最早采用西方音乐理论体系和

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传统音乐进行整理和研究、
最早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以外文形式介绍到西

方国家。
陈达波等［51］探讨王光祈对民族音乐发展的作

用，指出王光祈发展民族音乐的具体举措有: 教育

与教学、交流与传播、收集与传承，因此在当前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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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发展中应在“大力的革新和发展民族音乐”的

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促进外来的音乐形式

民族化”。
其他研究者［2］306 － 310，［52 － 56］从王光祈对中国古代

音乐史研究、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对中国音乐教

育事业、对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等方面，探讨王光祈

音乐学研究的作用。
还有研究者［13］263 － 270，［57 － 59］探讨王光祈音乐思

想对于地方剧种发展的作用。
这一时期王光祈音乐成就的论述非常多且较

分散，尽管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有些论点不够严

谨，欠缺更深入的分析和相应文献的支持; 同样，王

光祈音乐活动和思想的作用研究也很多，尤其集中

于对民族音乐发展和音乐教育方面，但某些研究成

果有过于牵强和夸大之嫌，近几年研究成果有重复

的趋向。

五、王光祈音乐研究方法研究

王光祈是第一个采用比较音乐研究方法进行

音乐研究并将其介绍到国内的中国音乐学家，因此

对王光祈比较音乐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重要内容。
陈其射［2］124 － 136，［60］认为王光祈比较音乐研究方

法“突出了科学对改造中国音乐的积极作用”，又
“驳斥了民族音乐落后论”，东西音乐“均有利弊，并

无落后与先进之分”，指出王光祈比较音乐研究方

法“既是一 种 研 究 方 法，也 是 一 种 科 学 的 研 究 理

念”，对于当今中西音乐研究有强烈的指导意义。
包德述［2］253 － 258通过对王光祈比较音乐研究方法所

取得成果的分析，同样认为这一方法“不仅体现出

王光祈开阔的学术视野，更是对当时中国音乐界
‘全盘西化’论的针对性批评”。

孙晓丽［61］研究王光祈音乐研究中的文献学方

法，认为其对中国音乐文献学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

在: 提供基本方法、指明方向、提供研究蓝本。徐元

勇［2］137 － 143，［62］同时对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和文献学

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认为比较音乐学是“新视野中

的学科构建”，文献学则是“发现新史料、思考新史

观”。李姝［2］278 － 282全面分析王光祈音乐研究方式并

指出其现代价值，认为值得关注的内容包括: 注重

学术创新、注重学科交叉、重视音乐交流、重视实践

研究。
周耘，新堀欢乃［63］则从比较特殊的视角切入，

以“在中国音乐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日本音乐学家

田边尚雄、岸边成雄、林谦三的研究活动为线索”，

分析他们与王光祈在比较音乐学历史背景上的学

术交流与互动的史实，“阐明东亚比较音乐学的历

史风貌”
李宏锋［64］研究王光祈比较音乐史学，“总结其

治史思想对我国学界的重要影响”，认为“王光祈践

行并推进的比较音乐史学理念，应成为 21 世纪中

国音乐史研究新的学科增长点。它不仅具有开启

学科新范式的重要意义，更是历经百余年发展的音

乐学在 更 高 层 面 回 归 比 较 音 乐 学 传 统 的 必 然 要

求”。
这一期间对王光祈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的研

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显不足，比如王光祈比较

音乐学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及其原因、比较音乐学学

科问题等，均没有研究成果出现。王光祈在较短的

时间内转攻音乐学并取得丰富的成果，其先进的音

乐学研究方法无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应更

深入的对此展开研究，重点方向是比较音乐学研究

方法及其在当今音乐学研究中的应用。另外，王光

祈其他音乐研究方法的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六、王光祈音乐作品研究

罗天 全［2］245 － 252，［65］ 对 王 光 祈《论 中 国 古 典 歌

剧》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本文中中国古典歌剧指中

国古代的戏曲，而古典戏曲实际上仅指昆曲，因此

本文是“王光祈以比较音乐学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

代昆曲的历史沿革及体裁、剧本、音乐等多方面的

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作者从昆曲的音乐、昆曲的

曲牌、昆曲的作曲家及作曲手法、昆曲与音乐美学

四方面分析《论中国古典歌剧》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还对比 较 音 乐 学 方 法 在 本 文 中 的 运 用 作 了 举 例

论述。
方宝璋［66］321 － 326等简单介绍《东西乐制之研究》

内容，指出该书乃王光祈的代表作，“可称得上我国

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来阐明中国古代乐制的第

一部著作”。戴俊超［2］155 － 199，［67］认为《中西乐制之

研究·自 序》“是 王 光 祈 先 生 对 于 写 作 动 机 的 袒

露”，其内容可归纳为: 对中国的“律本”思想的袒

露、褒扬传统与针砭现实、对中西音乐律制进化的

简单比较。
许康健［68］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各章内容及

其成就进行了简要叙述，认为该书的“进化”观点的

论述是一种全新的写作体例，作者认为该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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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是“带有西洋一切皆好的思想”，“没有意识到

不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某些论述“有使中国音

乐简单化的倾向”。
其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2］311 － 316［69 － 70］分析《中

国音乐史》，如修海林［70］以音乐学术史为切入角

度，从以“律、调、谱、器”为古代音乐史著述知识系

统构成的主体框架; 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对古代乐律

学知识有较为系统而深入的阐述; 首次运用、借鉴

现代音乐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系统研究古代音乐; 注

重实证性研究，重视数理计算和乐器实物图像的提

供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中国音乐史》是“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完成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本著

作”。
明言［71］72 － 76 从 音 乐 批 评 学 的 角 度 对 王 光 祈

《〈音学〉自序》和《音乐与人生》两篇短文进行了简

评，认为前者的特点是“轮廓清晰、论点鲜明、论据

充分、鞭辟入里、言简意赅”，后者则“从人文的层面

上，为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补救之道’”。
王洪生［72］解读王光祈《声音心理学》，认为其

贡献在于: 阐明了声音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论述了声音与心理接受过程的各种关系、探讨了

“声”“音”“乐”心理因素的特点与作用，作者指出

该文的缺陷在于其研究“属德国哲学化的思辨性的

方式”，“缺乏实验研究证据，少详实的统计报告”，

因此影响了其学术价值、可信度、可接受度。
朱江书［2］259 － 265，［73］认为王光祈《翻译琴谱之研

究》具有“创新性探索”的特点，并详细分析此特点

的基础、目的、原因、具体做法、局限性。
对王光祈音乐作品的研究是研究王光祈音乐

思想、音乐贡献、音乐研究方法的有效的、重要的途

径，如罗天全、方宝璋的研究成果揭示的比较音乐

学研究方法，许康健、王洪生等的研究成果揭示的

王光祈音乐思想，这种研究有的放矢、确切可信。
王光祈所著音乐相关文献十分丰富，因此尚有诸多

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德文撰写的文论，更值得从

多方面、多角度全面研究。
七、王光祈音乐生平研究

宫宏宇［74］对 20 世纪 20 ～ 30 年代的德国汉学

界做了基本介绍，着重考证了德国汉学家尉( 卫) 礼

贤、福兰阁对王光祈的影响，认为德国汉学的繁盛

为王光祈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学术气氛及研究环

境，也对其研究方法的更新、原始材料的选用、思维

视野的开阔，予以启迪”，作者指出，考证王光祈与

德国汉学界的联系能够极大的帮助“了解他的史学

思想、治史方法及其论著产生的实际过程及语境”。
王勇［10］97 － 139，［75］通过其在德国收集整理资料的

翻译和分析，认为 SINICA 应译为“法兰克福中国研

究院( 所) 的院刊《汉学》”，作者介绍了 SINICA 创始

人卫礼贤的学术生涯，详细描述了王光祈发表在
SINICA 的 4 篇文章的相关背景及联系，作者指出王

光祈能够在重要的德国汉学研究的核心杂志发表

论文，有如下因素: 当时正是德国汉学研究的黄金

时期、王光祈生活在德国并能够用德语写作、王光

祈与尉( 卫) 礼贤的个人交往。
李岩［76］选取王光祈一封书信、一篇文论、一件

事情深入考证其音乐生平，认为“王光祈致曾琦及

答书”“写就时间为 1924 年 7 月下旬”，该信件“表

露了王光祈为国人撰写‘音乐丛刊’的计划”，“体现

出王光祈拟以民族文化复兴为重的思想”，“实际上

这是他与曾琦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 王

光祈佚文《介绍瓦庚来的“歌唱名家”剧本》表明“王

光祈首先开启了中国《西洋歌剧名作解说》类著述

的先河”; 王光祈的音乐学习考证显示“王光祈学习

了西洋的声乐”，“显示出王光祈所特有的‘学无止

境’的追求”。
刘再生［77］原文列出新发现的王光祈 1927 年致

李华萱的五则书信，显示出“王光祈虽远居欧洲，却

对国内音乐界状况及音乐事业的发展依然渴望了

解的心情”，信中的相关评论“是王光祈对中国传统

音乐价值的深刻认识和对音乐教育重要性的高度

重视，也是对李华萱 20 年代音乐理论著作成就的恰

当评价，凸现了学者间的相互尊重”，作者认为这些

书信的发现对于王光祈音乐生平研究具有重要的

史料价值。
经过多年研究，王光祈的音乐生平大致情况已

经比较清晰，但是，由于王光祈的音乐活动均发生

在德国，由于地域、语言及时间久远等问题，王光祈

音乐生平的若干细节仍显模糊。因此，王勇、宫宏

宇等收集整理的第一手资料及获取的成果有重要

价值，李岩、刘再生对相关信件、著述、事件的考证

结论也对王光祈音乐生平的完善有积极作用。王

光祈留德的具体细节考证、王光祈所著德文文献的

继续研究和王光祈书信的发掘，将会为完善王光祈

音乐生平带来直接证据。

结 语

由上述文献评析可以看出，2000 ～ 2014 年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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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音乐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富，研究者们从各个

角度切入深入研究王光祈音乐活动及其影响，与原

有历年来研究成果一起，已为王光祈音乐研究体系

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

些研究中，也有一些存在研究方式不当和研究成果

粗浅、牵强等问题，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克服。
到目前为止，王光祈音乐研究远未到大功告成

之时，因为王光祈的音乐活动和音乐成就实在太过

丰富，应当继续探究和研究的内容实在太多。经由

本文梳理的王光祈音乐研究脉络来看，未来的研究

重点主要应包括但不限于:

王光祈与同时代国内和德国各界人士的交往

研究。王光祈的人际交往活动对于探寻王光祈音

乐历程和音乐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

意义，尤其是王光祈的音乐活动主要在德国进行，

其间的地域和语言问题使得以往的相关研究有较

多缺失，因此，继续深入研究王光祈与国内和德国

各界人士的交往过程无疑应时未来研究重点之一。
王光祈在中德( 中西) 音乐交流中的作用研究。

作为 20 世纪 20 ～ 30 年代开展中德音乐交流活动的

第一人，王光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产生

了何种影响力，目前为止仍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但无疑王光祈在此方面的贡献无法忽略、无可抹

杀，因此此方面的研究应当作为研究重点深入开展。
王光祈音乐论著 ( 尤其是德文论著) 及书信研

究。王光祈音乐论著的解读仍未完全，即便中文文

献亦如是，更遑论德文著述了，其中一些德文论著

的来龙去脉也需要更深入考证; 另外，王光祈在德

国主要通过书信方式与国内联系，这些书信蕴含丰

富信息，能够为研究王光祈音乐历程提供重要参

考，因此对其往来书信的深入解读也应得到重视和

加强。
王光祈的定位研究。对于王光祈有多种定位，

其中音乐学的定位就有: 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呼唤

者与音乐文化的自觉者、全球视野音乐文化研究的

中国音乐学先驱、新文化运动时期“音乐闯将”、我

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理论家、我国近现代

音乐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近代中国提出音乐思潮

研究的第一人等，其中一些定位已经得到公认，某

些则属一家之言，因此，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对王光

祈进行定位，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文化视野下的王光祈研究。王光祈音乐研究

还应突破某些局限，从大文化视野的角度，探讨王

光祈音乐活动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风起云涌的社

会变革中的文化价值，探讨其对于我国近现代文化

发展的贡献。另外，王光祈与同时代大量文化名人

的关系等问题也应列入重点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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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WANG Guangqi Study，2000 ～ 2014

SONG Xianbi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music research literatures about WANG Guangqi from 2000 to 2014 from the as-
pects of“research about research”“comprehensive research”“thought study”“Achievements and effects”“meth-
odology”“works”and“biographical study”． It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WANG Guangqi study and gives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WANG Guangqi; Music activity; Music thought; Music work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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