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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类学概述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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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类学的定义
• 音乐人类学是研究人类音乐行为及其与
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相互关系
的学科。
• 音乐人类学关注音乐如何作为文化符号
和文化表达的方式，以及音乐在社会交往
和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世界
各地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音乐现象。
• 音乐人类学不仅关注音乐本体，还关注
音乐背后的文化内涵、历史背景和社会功
能。

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研究范围



音乐人类学的理论
• 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主要源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语言
学、符号学等。
• 音乐人类学家通过这些理论来解释音乐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音乐在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

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
• 音乐人类学的主要方法论是田野调查，通过实地考察、参与观察、访谈等手段收集第一手资料。
• 音乐人类学家还运用比较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对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音乐现象进行分析
和比较。

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



田野调查
• 田野调查是音乐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考察了解音乐事象的现场情况和
文化背景。
• 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要扮演局内人和局
外人的双重角色，以获得客观、全面的认
识。

音乐文化故事呈现
• 音乐人类学研究者将田野调查所获得的
音乐事象和文化信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
出来。
• 音乐文化故事呈现有助于揭示音乐与文
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音乐在文化传承
中的作用。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调
查与音乐文化故事呈现



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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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

音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反映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
美情趣等。

文化影响音乐的形成与发展

不同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
等因素会影响音乐的风格、形式和内容。

音乐与文化的关系



音乐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与价值

音乐作为文化
的载体

音乐可以承载、传播和传承文
化信息，如历史故事、民族传
说、宗教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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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文化
认同的象征

音乐可以唤起人们对特定文化、
民族、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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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通过口传心授、乐谱记录等方式将文化信息传递给后代。

音乐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

音乐可以跨越语言、地域、民族的界限，成为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媒介。

音乐是文化传播的桥梁

音乐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中的作用



音乐与身份认同：音乐作为族群、身份建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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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族群文化的重要标志
不同族群的音乐风格、旋律、节奏等特点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

音乐可以强化族群认同感
通过共同欣赏、演奏本族群的音乐，族群成员可以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认同。

音乐在建构族群认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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