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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音乐，特别是流行音乐，正逐渐成为我们文化

生活的一部分。从文化层面而言，流行音乐逐渐从边缘文化样式向中心靠拢，成为主流的文化之

一。从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与当今现状来看，无论是古代的俗乐，还是当代的流行音乐，都遵循

着文化符号域的原理，不断从边缘地位出发影响主流，给主流带来活力，使占有符号域主导地位

的样式灌注新的生命。经济层面上，流行音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美国的音乐产业产值仅次

于航空工业，英国的音乐产业出口净收益利润大于钢铁工业，中国的流行音乐也成为最具商业价

值的文化产业之一。流行音乐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吸引了众多的资本，也几乎将所有人吸纳进来，

成为其消费者。 

    凭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流行音乐自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其诞生之日起，关于它的

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但流行音乐研究在中国还未形成气候，相关著作并不多见，具有理论深度的

译著更是凤毛麟角。陆正兰等翻译的《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是流行音乐研究理论化的专著，

该书的翻译出版会对中国流行音乐研究带来不少启示。 

    流行文化研究对整个人文社会研究来说功不可没，流行文化不光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与人

们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是一个学术增殖力极强的领域。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可以和流行

音乐扯上关系，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是既涉及流行音乐，

也可以从流行音乐的角度进行探讨。另外，随着流行音乐产业化的不断推进，法学、经济学、金

融学也都开始研究流行音乐。流行音乐研究以其强大的学术包容力涉及了绝大部分的人文社会学

科。西方的流行音乐文化十分发达，相关研究也不甘落后，几乎是与之同步发展的。每年都会有

上百部的新著作问世。研究主体有着各自的学科背景，涉及面十分广泛。总体而言，呈现出以下

特点：一是研究的数量多；二是不同风格的音乐研究都有所建树；三是研究紧跟时代步伐，具有

时效性；四是研究具有理论深度。《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一书是这些成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

本。该书初版于 1999 年，既是流行音乐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形

成了经典研究模式。 

    该书收录的 18 篇文章就是对流行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涉及流行音乐的方方面面。这些论

文的作者都是知名教授，所从事的领域都和流行音乐相关，同时也在其他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总

体来说，他们所从事的流行音乐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是流行音乐的特点之一。该书将

流行音乐的主题概括为 18个关键词，每篇文章负责解释一个关键词。这 18个关键词分别是意识

形态、话语、历史、机制、政治、种族、性别、青少年、流行、音乐、形式、文本、图像、表演、

作者、技术、商业和范儿。前八个关键词构成一个整体，将流行音乐纳入文化中研究，后十个关

键词构成第二部分，将文化置于流行音乐中来研究，总体呈现出内部和外部研究的视角。上篇是

外部研究，主要从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社会语境进行探讨，下篇则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流行音乐自身

进行了研究。该书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经典模式，之后的研究几乎都围绕着这些关键词展开。这 18

个关键词涉及流行音乐研究的方方面面。时代不断发展，音乐技术不断更新换代，流行音乐也不

断推陈出新，但是相关讨论仍逃不出这些范畴，足见其预见性与经典性。 

    西蒙·弗里斯等人 2001年编著出版的《剑桥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指南》书中内容几乎和《流

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一书相同。大卫·赫斯蒙德霍和凯斯·尼格斯 2002 年编著出版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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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研究》几乎和这一模式差不多（几乎是翻版），内容仍然逃不出政治、种族、性别这些关键

词，只是论文收录的范围更为广泛。2012年，中国学者滕继萌和新西兰学者劳伦斯·西蒙斯编著

了一本流行音乐研究文集《读解流行音乐》，收录文章 20篇，也是对整个世界流行音乐的研究。

作者都是新人，谈论的也是新的音乐现象，但是所有论文的主题仍然是这些关键词：种族、政治、

机制、历史、意识形态、形式、性别、青少年，等等。这些书放在一起互文阅读，会发现其间的

奥妙。 

    《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的作者身份颇多，涉及人类学、传播学、文学、音乐学、历史学

等诸多领域，显示出流行音乐的跨学科性，从一开始，流行音乐研究就呈现出跨学科性。国外对

流行音乐的研究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宏观到庞大的理论体系建构，涉及政治、宗教、

哲学诸领域。如英国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流行音乐对整个文化的打量，也可以相当微

观，具体到一个歌星、一张唱片、一段歌词的分析。 

    流行音乐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费品，而是事关整个文化进程、历史演变与社会生活的艺

术形式。从中可以一窥国外流行音乐研究的态度、模式与成就。同时我们会发现，流行音乐的研

究不仅仅是从事本体的音乐研究，而是进行着一项复杂的社会学考古工作。从一开始，流行音乐

研究就是一种“新音乐学研究”，而非传统的音乐学研究。新音乐学研究最大的亮点是将音乐与

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虽然一直以来经典音乐学都对流行音乐不齿，但是丝毫未能阻止流行音乐成

为音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流行音乐是社会的产物，需要放在整个社

会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进行考察。 

    任何文化现象都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不是说通俗的音乐只能得出通俗的研究成果。国外关

于中国的流行音乐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些也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一种参照。目前已经出版的涉及

流行音乐研究的译著有三本，分别是《流行音乐文化》《流行音乐的秘密》和《音乐·媒介·符

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篇目有中文版，如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彼得·曼纽尔的《非

西方世界流行音乐研究析论》、大卫·沙姆韦的《摇滚：一种文化活动》、西蒙·弗里斯的《通俗

文化：来自民粹主义的辩护》等。当然，相比于国外整体成果的庞大数量，这些已经翻译过来的

成果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中国的音乐产业吸引了巨大的资本流入，吸引了众多人力资源，但也面临版权问题、原创问

题、粉丝问题、音乐批评等问题。这些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学理层面的分析研究自然不可少。中

国的流行音乐研究因为种种原因（如学术产能问题、经济水平等）未能形成气候、产生影响力。

中国流行音乐的持续力缺乏，很多学位论文以此为选题，但成果没有出版，并且因为流行音乐研

究不易被认可，很多人转行做其他研究，没有可持续性的研究。除此而外，还有研究滞后、研究

人员少、研究成果少，以及研究重复、雷同等问题。 

    《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可以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启发。其实在翻译本出来

之前，该书已经出现在很多中国研究者的论文中，被列为了参考文献，如王彬、徐元勇、郭昕等

人的著作中都有相关引用。有了这本译作，更多的研究者会有新的收获与启发，中国流行音乐研

究也会上升到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