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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科技的发展

及其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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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对未来的 探索 ， 科学和艺术是

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 科学和艺术以各

自不同的 角度认识世界。 在科学与艺术飞

速发展的今天 ，

二者呈现相互渗透的趋势 。

法国大文豪福楼拜曾有著名 的论断 ：

＂

艺

术越来越科学化 ， 科学越来越艺术化 ， 两

者在山麓分手 ， 有朝一 曰 ， 将在山顶峰重

逢 。

”

我想以此为起点 ． 探讨
＂

音乐与科

技
＂

的有关问题 ， 以及在数字信息时代科

技与音乐 的 对话 、 联姻和发展展望 ， 主要

以 ２ ０ 至 ２ １ 世纪有关音乐的现象为研究对

象展开思考 。

唯物 论认 为 世界是 运动 的 、 非 静止

的 。 我们 对待音乐也应 以发展 的观念来

正确 看待它 。 对未 知的探 索本身是人类

行为 的源动力 ， 音乐作为一种 流动的建

筑 ， 其概念 的 内涵和 外延呈现 出 演变和

进化 的 特点 ， 无论风格还是创 作技法都

非 固 定和
一

成 不变 的 ， 都是 流动 和变化

的 。 所 以 对音乐 的 研究也要表 现出 开放

的 态度 ， 才能做 到从
一

枝 独秀到 百花 齐

放 ， 最后到 万紫千红 。

蔡 元培曾 形 象地把科学和艺 术 比作

车轴两边的 轮子 ；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李政道认为 ， 科学和 艺术是硬币 的两面 ，

预 见了 艺术与 科学之 间 紧 密 的 联 系 。 但

科学与艺术有 着不同 的 发展特点 ， 其 区

别之
一是科学 的 发展意 味着进步 ， 艺术

的 发展意 味着 繁荣 ． 不同 的音 乐流派是

风格的演化 ， 现代流派 、 技法相对于过去 ，

不是
一

种绝对的进步 ， 而是艺术的繁荣 。

所 以 不能简单地认 为 先锋 派 的 音乐技法

就 是进步 。 不 同音 乐风格 和流 派是并行

的发展状态 ． 非
一

种优劣的淘汰和更替 。

我们处在高度信息化时代 ， 所 以应采

用相应的研究策略 。 当代音乐有着 多元的

发展特征 ， 其 中有着向数字化 、 微观化 、

模型化 、 图形化发展 的新特点 ， 即有着情

感理性化 、 感性逻辑化的 发展特征 。 当代

科学史的奠基人乔治 ？ 萨顿分别将真 、 善 、

美 的科学和宗教与艺术形象比喻 为
一

个三

棱锥塔的三个面 。 他认为 ：

＂

当人们站在

塔 的不同侧面的底部时 ， 它们之间相距很

远 ， 当人们爬到塔的高处时 ， 他们之间 的

距离就近多了 。

＂

望远镜中 ， 音乐好似宇

宙星系 构成的 音 晌 ， 每个音都好似
一

颗不

同 的星体 ， 每个星体都有着不 同的质量 、

位置和运动轨道 ， 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处

在相对静止和永恒的运动之中 ， 这种状态

构成了音乐的 组织结构 ， 无论音高 、 节奏 、

时值 、 时间 、 空间 的距离是多少 ， 它们都

在各 自 的轨道上运行 。 当今音乐发展的规

律和特征中 ，

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数理逻辑

思维和研究手段在音乐领域中不断渗透 。

具 体表现在 学科交叉 上 ， 学科 交叉成为

２ ０ 世纪学科发展的
一

个重要特征 。

在当 今 ２
１ 世 纪的 数字化潮流面前 ，

当代成熟的多 媒体技术为 音乐创作提供了

新工具 、 新技术 ， 而这些方法和工具在新

时代的 音乐创作和分析中 应该得到 重视和

借鉴 。 例如 ， 建立在频谱分析基础理论上

的音乐声学 、 数字音响分析技术 、 电子音

乐合成技术 ， 都会使我们更为 有效地探索

音乐和音晌 的本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