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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风格与区域风格

何训田

　　《达勃河随想曲》这部作品写于三十年前的 1982 年。当时作品

是加了合唱的，用合唱来改变它的结构和音色。后来因许多原因，在

很多演出中没有合唱，很可惜，他们自己用乐器代替了合唱部分。所

以为了方便演出，我后来做了一个去掉合唱的改编本。但有时也会给

想演合唱的演出带来些困难。关于作品我就想说这么多。下面我想

谈谈艺术界（不光是中国人，包括全球）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

说什么是创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什么是传统，真正意义上的传统。

还有大家提到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误读最厉害的，

　　注：本文根据作者讲话录音补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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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观念、妨碍文化发展的，就这些话题谈点想法。今天由于时

间的关系我只谈其中的一个观点。每个人的思考不一样，像《达勃河

随想曲》昨天听了就感觉自然了，而三十年前被视作“怪胎”、“超前”，

各种说法都有。其实，如果我们能站在一个正常的观念去看它的话，

就能够更历史地看问题了。下面我谈的是关于个人风格与区域风格

的问题。

一、个人风格 

　　主体与客体（指宇宙万物的各种形态，包括物质的和思想状态的）

相互作用之后形成的主体的思维和行为。

　　由于每个主体的本质不同、能量不同、与客体相互作用时的环

境和条件不同，其结果就不同。每个主体在各种环境下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同就形成了各主体之间相互有别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个人

风格。

　　相互作用的结果有两类 ：结果之一是个人产生出过去未有的、新

的，我把它称为“我文本”。结果之二是个人认同了过去已有的、旧的，

我把它称为“他文本”。

　　作品中以“我文本”元素为主，以“他文本”元素为次的属于第

一类作品，没有好劣，只是归类。按程度的不同可称为创新者、开拓者、

创始者、觉悟者。从古至今的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艺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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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开创者的作品属于这类作品。

　　作品中以“他文本”元素为主，以“我文本”元素为次的属于第

二类作品。按程度不同可称为发展者、改良者、拿来者、传播者。世

界上绝大部分的作品属于这类作品。如有些人以“学习”、“借鉴”、“拿

来”、“西方人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我对这句话非常不满意，它

是很多人一种最大的愿望，但也是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潜台词）、“吸

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为我所用”等等以他人为主体，自己为装

饰的观点是东亚区域的大部分艺术家的艺术观，也是东亚区域艺术

院校的教学宗旨和信条。

　　每个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但因为各自的“我文本”和

“他文本”的比例不同而互不相同。“我文本”的元素越多，风格越

强，识别性越大。传统问题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许多人继

承的观念就是有一个依附的文本。其实，所有文本最先形成之前，

都有一个文本的语言，这就是天地。世界上不管是藏族的、蒙古族的，

牧歌也好，其他山歌也好，任何第一手的东西是源于世界万物，而不

是之前有个什么文本。我们自己面对天地、面对他人和前人，以对万

物感受的文本作为文本，这就是传统。说大一点的话，宇宙真正是

一个大传统 ：天上的星星月亮、地域地貌……就是一个最初、最原

始的、最传统的，一直传到今天没有改变的，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

的获得的第一手文本。这就是为了创新的真正的普及。我要说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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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文本的区别 ：前面的文本是继承发展源泉之一，而不要把它

当作全部和整体，忘记个人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第一文本。这就是为什

么障碍着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对传统与继承发展观念的问题。

二、区域风格 

　　特定的地理和文化范围内（如各地貌、国家、民族、宗教、学术

流派等）的全部个人风格之总和，各区域之间具有相互有别的特性，

这个特性就是区域风格。

　　对区域风格界定之前，至少需要以下三项数据作为基本依据：

　　1. 区域内的个人风格的总数量的数据；

　　2. 隐性形态（客观存在于宇宙中间的）和显性形态（经常出现在

主流艺术展示空间、广播电视、新闻媒体上的）之间的比例的数据（统

计通常空缺隐性形态部分）；

　　3. 设定子时空坐标的数据（如公元 2012 年的汉民族的音乐风格，

公元 1987 年刚果盆地的音乐风格）它必须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界定。

　　区域内任何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个人风格都不能代表区域风格。

更不能指定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个人风格为区域风格的模式，让群体

效法。让群体效法个人是将群体风格缩减为某个个人的风格，这不能

叫区域风格，只能叫这一个人或这一部分人的风格。

　　那些具有个人风格、没有模仿因素的作品，其质是不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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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补的，价值是相等的。正如萝卜与青菜之间的关系，不能说青菜比

萝卜更具蔬菜性，也不能强迫萝卜要模仿青菜。好在蔬菜并未看上人

类的思维，不然如今的天下可能就只剩下萝卜了。这是它们之间很重

要的独立性。

　　区域内的所有个人风格的作品都是区域风格的参与者，与他本人

愿意或不愿意参与无关（他不愿意参与但实际上也是存在于这个区域

内的），与人为地增加和减少无关，与失误者的评判无关，今天评论任

何一个东西都应是非常客观的，拔高和贬低都没有用。当一个作品存

在的时侯它就在作品中显示出真实的东西，会被历史慢慢鉴定。

　　根据以上所谈我总结一下：

　　1. 一类或二类作品是不同类型的作品。选择作一类或二类作品是

艺术家的个人认定，取决于艺术家的艺术观和艺术实施能力。这是个

人的选择。

　　2. 个人风格与区域风格是不同形态的风格。不管是个人风格的作

品还是区域风格的作品，只可能通过个人风格的作品来呈现。有个人

风格才有区域风格，个人风格是所有风格之母。

　　很多人总是想要给民族音乐下个定义，有个框框，它是什么样的

曲调，什么样的结构 ……其实它是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的，时空很重要。

我想强调的是，时空是在变的，而人受天地文化的感应是很难变的，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只管创新，创新也是在这个时空，这个感应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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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它不会到天上去。

　　另外，关于东西方学习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我

认为，一个东西方结合的东西，它首先是有一个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它

在一开始就在结合了。比如印度音乐，它自己有一个“纯种”的东西在

里面，这个纯种的音乐没有任何西方的因素，非常纯粹、非常地域化

的音乐。嫁接的东西另说，嫁接的东西就是“杂种”，当然“杂种”和“纯

种”可以同时进行。我们的民族音乐需要有“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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