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青山的医疗音乐人类学理论模型及关键概念
①

哈尼克孜·阿布都外里
内容提要　 医疗音乐人类学是国际上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关注于音乐、治疗与

文化的综合研究及实践应用。本文旨在介绍该学科的创始人孔青山在他的代表著作《超
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中的音乐、祈祷与治愈》中提出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概念，以期引
起国内同行的批评与讨论。

关键词　 医疗音乐人类学　 基本理论　 关键概念

医疗音乐人类学（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另译医疗民族音乐学）是国际上新兴的一门交叉学
科，主要关注于音乐、医学、健康、治疗和文化的综合全面研究及实践应用。它把医学人类学及音乐
人类学（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另译民族音乐学）联系起来，在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重的
前提下，对音乐、文化与医学进行整体的及全面的研究。它的发展主要涵盖了医学人类学、音乐人
类学及医学人文三个领域的内容。医疗音乐人类学致力于从生物、心理、社会、精神及情感等不同
方面探索和理解音乐、文化、健康和治疗之间的关系。当下社会，它变得越来越重要。① 此学科旨
在为造福于人类而反省、发现、创造和应用音乐与医疗相关的研究、教学及实践的新方法。医疗音
乐人类学关注的音乐是就广义范围而言的，包括音乐的无形的无数亚原子音波（ｓｕｂａｔｏｍｉｃ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ｓ ｓｏｕｎｄｗａｖｅｓ）的波动、各种宗教信仰及民间信仰体系关于音乐与音声的认识及
知识、音乐的所有有形物质特质、和世界各地文化中数不胜数的音乐之利用目的、功能及其相关的
行为及实践等内容。② 像音乐一样，不同学科、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代给医学和医疗这一术语下
的定义也有差异。医疗音乐人类学对其所给出的综合性定义为：医学和医疗是给人类带来公益、健
康、平衡、康复、治愈和整体性的一个领域或者方式。这个定义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显然不限于传
统的生物医学对医学的理解。③ 医疗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医药、健康、医疗及文化相关，是上述所有
研究领域及应用领域的关联体，它的研究包括人们对于健康、医疗及疾病的不同信仰及认知体系，
并涵盖了人们为了得到治疗、健康、保健及身心整合而援用的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互补的和替代的
治疗方法及其表述行为。此外，医疗音乐人类学与科学、人文和艺术等相关学科紧密相连，聚焦于
音乐和音声现象以及与其相关的行为实践及其背后的信仰体系及认知体系。医疗音乐人类学在治
疗活动中扮演角色同时，还致力于构建人类关于健康与治疗、疾病与生命灾难、生命与死亡等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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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医疗音乐人类学视阈下的新疆维吾尔族萨满教治病仪式音乐研究”（项目号：
１７ＸＪＪＣ８５０００１）、新疆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师范大学中亚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招标课题“新疆南疆维吾尔族萨满
教仪式音乐文化研究”（项目号：ＸＪＥＤＵ０４０９１４Ｃ０７）的研究成果。在本文修改过程中，笔者曾就相关问题与孔青山进行交流沟通，收益良
多；我的好友厦门大学博士生林友德和张进对本文部分内容的修改给予帮助，特此致谢。

参阅《医疗民族音乐学与儿童健康新理念———专访厦门大学孔青山》，载《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ｕｓｉｃ，Ｐｒａｙｅｒ，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ｍｉ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 ２０．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观点取自作者亲自提供的手稿。





验性知识体系文化动力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并着眼于个人、团体及全球各个层面。①
孔青山（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教授认为音乐（或音声）与医疗具有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情感

的和心灵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一面，②其将不同文化中所表述
的人类生存和经验的五个领域包含在内。此种观念可以说是关于健康、治疗与病因的传统模型及
新兴生物医学模型都可推出的结论。他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探索人之五方面的同步转换，他称之为
（１）身体，（２）心理，（３）情感，（４）社会动态（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５）心灵能力（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③
在此理论当中，人的健康与治疗基于“五要素模型”，也就是说只有这五个方面的要素在体内是和
谐的，人才可能真正健康。

同时，当人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需要进行治疗时，治疗的目的也在于使这五个要素得以平衡。④
孔青山的这一学科建立在多种学术传统及科学模型基础上，他为基于医疗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提出
了一个整体认识论，并称之为“音乐、健康和治疗的五个要素”，也就是生存的物质、心理、社会、情
绪和心灵等因素，这些因素与音乐、健康和治疗之间是共享的，治愈在其中自然而然产生。同时，医
疗音乐人类学这一领域的取向在于健康，而不是疾病。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疾病病因学（生物医学
和健康科学的角度）是医疗音乐人类学认识论框架的一部分，除了五个要素模型之外，它强调关注
多元文化之中的关于健康与治疗的所有病因学知识。还强调将新知识服务于从事与音乐与医疗相
关的研究、学习、工作的人们的利益；关注音乐治疗的文化超越（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的基本原则及
其过程，将其适时应用于不同文化和临床背景的人们的健康、保健和治疗。⑤ 因此，可以说，医疗音
乐人类学旨在为人们的健康而服务的一门研究、应用、实践和治愈包括在内的整体性范式。

关于医疗音乐人类学的代表著作有２００８年孔青山担任主编并与杰奎琳·劳埃德（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Ｌｌｏｙｄ）、格雷戈里·巴尔兹（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ａｒｚ）和凯伦·布如梅里斯密斯（Ｋａｒｅｎ ＢｒｕｍｍｅｌＳｍｉｔｈ）合作出
版的《医疗音乐人类学牛津手册》（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和２００９年出版
的独著《超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中的音乐、祈祷与治愈》（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ｕｓｉｃ，
Ｐｒａｙｅｒ，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ｍｉ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等两部。《医疗音乐人类学牛津手册》一书主要寻求阐
释构成各种音乐、健康和治疗经验的文化动力，并鼓励那些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的跨界对
话及合作研究。在这本书中，孔青山提出，医疗音乐人类学是一个全新的综合和应用实践领域，它
对音乐和音声在健康和治疗的各种文化和临床环境中的作用及与其相关的实践进行全面的探
索。⑥ 本书的内容由２１篇从不同视角探究音乐和治疗问题的研究论文构成，提供了这一领域相关
的基本信息。这些文章主要描述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治疗实践中音乐的使用方式和音乐与治疗
的关系等问题。

孔青山在代表著作《超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中的音乐、祈祷与治愈》中，在位于塔吉克斯坦
境内的帕米尔高原地区———巴达赫尚的民间治疗仪式“玛达”（Ｍａｄｄａｈ）进行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音乐祈祷冥想动态论（Ｍｕｓｉｃｐｒａｙｅｒ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认知灵活性／弹性（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神经可塑性（Ｎｅｕ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共频（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身心灵一体化（Ｅｍｂｅｉｎｇｍｅｎｔ）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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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ｕｓｉｃ，Ｐｒａｙｅｒ，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ｍｉ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ｐｐ． １９ － ２０．
孔青山称其为“健康与治疗的五个要素”（Ｆ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ｅｃｋ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ｕｓｉｃ，Ｐｒａｙｅｒ，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ｍｉ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ｂ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ｖｏｌ． ５１，ｎｏ． ３，２００９．
参阅郑艳姬、章松华：《医疗民族音乐学与儿童健康新理念———专访厦门大学孔青山》，载《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作者亲自提供的稿件。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Ｌｌｏｙｄ，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ａｒｚ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ｎ ＢｒｕｍｍｅｌＳｍｉｔｈ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ｐｐ． ３ － ４．



确定性原则（Ｈｕｍａ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ＨＣＰ）等关键概念，并称之为法则和过程。他认为，这些法
则和过程的潜在部分在于健康和治疗的五个要素———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情感的和心灵的要
素，即构成生命整体的功能要素，其相互之间有着独特的交叠。它们互相紧密交织，通过动态的、
整体的运作，在人的意识中锻造出一个新的现实（ｎｅｗ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从而在疾病治愈的方法和手段之
间实行切换。①

一、音乐祈祷冥想互动论
孔青山认为，生命与健康之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情感的和心灵的五个要素是音乐、祈祷和

冥想之独特力量的表述。“音乐和冥想头脑：关于不可言喻之科学”（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ｉ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ｅｆｆａｂｌｅ）一文中曾提到，“音乐的复杂拉格②系统……与身心与地球的生物
节律相协调”。③但这一观点从未得到深入研究或证实，为此亦有令人怀疑之处。孔青山认为，在不
同时代和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人们将专门的声音、祈祷和冥想作为治疗身体、心理、情感及精神
等方面的疾病的一个医学干扰手段，音声的生产转化之效应和力量与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及其实
践④的关系难分难解。虽然祈祷这一主题经常出现在民族志研究中，但其与音声的关系及对音声
的作用往往未得到重视。生物医学研究也早已开始关注调解祈祷（ｉｎｔｅｒｃｅｓｓｏｒｙ ｐｒａｙｅｒ）和思想身体
之互动（ｍｉｎｄ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并在实验工作及案例分析中通常关注音声、念咒、歌唱、吟诵及文化等
因素，但这些研究都只孤立地观察祈祷现象，只限于精神上的和宗教上的问题的提炼和分析，而忽略
了对祈祷在文化实践或信仰体系中的含义及其在身心治疗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探索。⑤ 如下的模型可
清楚地展示这种祈祷与音声相分离的分析观念：

资料来自：孔青山：“健康与治疗中的音声祈祷冥想互动论”
孔青山对这一研究模型解释说：在音声祈祷冥想模型中，音乐与祈祷完全分离的，音声与祈

祷被视为独立的，互不相干的成分。他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提出音声与祈祷在治疗中相互交汇的
研究模型，他的模型中音声与祈祷冥想表现出既独立又整合的特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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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ｕｓｉｃ，Ｐｒａｙｅｒ，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ｍｉ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ｐ． １４．
Ｒａｇａ，印度教的一种传统曲调。可参阅Ｅｄｗａｒｄ Ｏ． Ｈｅｎ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２６，ｎｏ． ２，２０１２．
Ｅｄｗａｒｄ Ｏ． Ｈｅｎ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２６，ｎｏ． ２，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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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自：孔青山：“健康与治疗中的音声祈祷冥想动态论”
孔青山的这个模型包括四个部分：音声、祈祷冥想、音声与祈祷冥想的结合以及音声祈祷冥

想的统合。每个圆圈表示一个特性，但也彼此交叉，音声与祈祷的二元关系可显示在两个界域之交
叉处。中心区中的音声和祈祷冥想的融合是影响治愈的最有效参数。音声祈祷冥想动态论模型
的设计是为探索音声、祈祷、冥想和治疗等这四个成分的效应问题，并探究其效应是基于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还是超文化的（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① 他认为，专业的音声、祈祷和冥想活动
促进认知灵活性（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的体验，认知灵活性是健康体验的核心能力和关键成分。

二、认知灵活性
在许多传统音乐治疗实践中，认知的特殊过程是达到治愈和意识转换目标的核心。孔青山称

这种达到意识的桥接状态（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的过程为“认知灵活性”。孔青山将其定义为灵活的、载
满可穿越意识之多种领域潜能的路径，②是指“通过纵横交错的概念图景（ｃｒｉｓｓ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自发性地创建个体知识的能力”。③ 认知灵活性状态通过帮助一个人超越意识的现
状———疾病，转换到意识的特殊状态———健康，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④ 音声、祈祷和冥想的
操演有助于体验认知灵活性，体验治愈的核心能力及其之关键部分，⑤在认知灵活状态之中一个人
脱离眼下的不良状态，从而通过音声、祈祷与冥想驱动治疗过程并最终进入健康状态。⑥ 孔青山使
用“认知灵活性”这一术语来帮助读者想象转换的身体／精神过程（ｂｏｄｙ ／ ｍ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认为其可以使参与者实现从病态到健康态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换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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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变化的开放性（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一种自我意识的放逐。他相信祈祷、歌唱和音乐的统合力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和认知灵活性可激励转换的意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身体／精神状态以及
改变了的“存在”（ｃｈａｎｇｅｄ “ｂｅｉｎｇｎｅｓｓ”）。① 认知灵活性被视为一系列的思维过程，它是通过潜在的
不同程度的灵活性进行意识呈现及意识培育的。在这里，不仅实践、习惯和条件等是重要的要素，
而且不断增长的灵活性之动力也是个绝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另外，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认知灵
活性可能变得僵化。比如说，教育中，认知灵活性标志着一个孩子从一个熟悉的领域向一个新的或
不同的领域实现知识转移或技能运用的程度。即一个孩子学会尊重父母，然后其行为在不同的环
境中转换为对老师的尊重。然而，认知灵活性不仅仅限于尊重父母和老师，认知灵活性的空间还必
须进一步扩展，技能或知识的应用空间是多维多样的。② 在孔青山的理论概念里，音乐促进认知灵
活性并能创建一个新的意识结构，这种意识结构中产生的全新的认知环节能传达某种特殊的联想，
这种连接和联想促进生命体从疾病状态转换到健康状态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与大脑的神经可塑
性能力密切相关。

三、神经可塑性
“神经可塑性”能力是动态的，高度灵活的。它依赖于个人的文化联想，基于生命个体之身体、

心理、社会、情感和心灵等领域并连接于认知环节。孔青山强调对身体从疾病转换为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的一种社会含义及潜能，即，一种神经可塑性———认知灵活性动态的串联。它是在社会互动形
态中用身体来表达的认知灵活性之所以可能的关键点，因为它对身体从疾病转换为健康的过程持
着互动态度，并且是一个构成思想整体性的基础，其思想是“具身化的思想”（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他
认为，认知的神经生物性并不只是在一种身体活动、社会互动和生态环境等空间之中的存在，也不
仅仅支持和促使认知灵活性及其发展，而且与这些要素紧密地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动态的整体———
“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身体来生存，而我们使用他们来思考”。因此，通过音乐、祈祷与冥想来使用
思考的身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ｂｏｄｙ）可以打开一个对自我的更深理解和不同人们及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
的路径，从认知转换的集体努力（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中开辟出一个精神导航和整
体社会认知的领地。然而，由于认知和神经可塑性与理智（ｍｉｎｄ）、特定能力和信念的识别力密切
交织，打开新视野的可能性和对人类潜能的把握就不只局限于科学领域或基于身体的或神经生物
学的专门知识，而且关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宗教和哲学信念、信仰因素、世界观、本体观以及个
人和社会的福祉等方方面面的观念。倾向于接受这种认知灵活性及改变的潜能（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的人，如敏感的文化研究者、人文主义者（ｌｏｖｅｒ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世界公民，或者具有跨文化的
丰富经历的人，会将其作为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魅力。他们善于在社会整体中看到自己或失去
自己，并对新知识和新发现充满期待，从而完善自己，在求知求变中彰显知性之美和反省之德（亦
即存在的自反性———ａ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③

四、共频
音声、祈祷与冥想实践的参与者的经验可以共享并被一个指导原则所解释，所操持的音声、祈

祷与冥想实践应该匹配于参与者所具有的能量（ｅｎｅｒｇｙ）。如果一个参与者缺乏活力，音声祈祷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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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应该与此状态相匹配，并渐进过度到较高水平的能量状态。同样，如果参与者在中等或充满活力
的状态中开始行动，音声祈祷冥想应该在同一能量基础上开始。① 孔青山将这种能量的同步性称
之为“共频”。生物音乐学（ｂｉ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意义上的“共频”指的是生物体与外部节奏的同步状
态，通常在与其他生物体的社会性互动之中产生。例如，萤火虫的闪光、蚊子翅膀的飞动以及人类
音乐和舞蹈（如踢踏舞）等。② 共频是一种自然法则，其法则最初于１７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由著名的
荷兰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耿斯（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ａｎ Ｈｕｙｇｅｎｓ）提出。他曾记录过两个或多个摆钟的一个
物理实验：它们在一个近距离放置的短暂的时间内变为共频或同步状态至彼此离远为止。这一法
则不只限于物理或机械领域。当注意力集中于意识的较高状态（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或健
康时，“能得到一种较高自我和较低自我之间的接近性状态”，随之发生统一化过程或共频状态。
因此，在经验、情感和精神领域中，共频能够提供具有解释力的了解能量的无形和有形运作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的相互关联的概念性框架。其概念性框架是音声和祈
祷冥想活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③ 孔青山借用精神上的共频来表明巴达赫尚人民间治疗行为中的
（意识）转换的某种动态，他认为这种共频可体现出与物理上的共频相同的合拍原理，但无法对它
进行物理测量。共频的物理和精神特征是指较强的节奏、震动或能量使得较弱的一方从属于自己。
传统的治疗环境中，这种共频过程表现为参与者将较低自我（ｌｏｗｅｒ ｓｅｌｆ）的较弱能量屈服于较高自
我（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ｌｆ）的较强能量。他分析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的“玛达”仪式的治病过程发现：“玛达”
活动的参与者试图进入一个纯净的意识状态以求超越物质世界并实现自我转换或遗弃较低的自我
（ｌｏｗｅｒ ｓｅｌｆ），全身心地投入精神／心灵活动，求得精神共鸣，将肉体带入精神之中，让肉体不再是孤
立的存在着。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心灵一体化过程”比“具身化”概念更适合于用来描述
“玛达”对精神与智力、肉体、情感以及自我的心灵和超自然意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ｆ）所产
生的积极性改变和效应。④

五、身心灵一体化／身心灵合一
孔青山将这种意识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体、心理、情感和心灵之相结合过程称之为“身心灵

一体化”，另称“整体的具身化”（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具身化”指的是通过智力、身体、精神或心
灵，内在化的或体现出的美德、积极思想和精力而产生的一种人类生命体的转换过程。⑤ 他认为，
不同的音乐形式和实践促进认知灵活性从而达到疾病的愈合和身体的康复状态。音乐的内在性的
意义在于其作用并不局限于身体，也包括生命和存在的其他因素。因此，比起用“具身化一词”（或
概念）孔青山更喜欢使用“身心灵一体化”一词（或概念）来强调音乐能够激励认知／意识灵活性网
络结构的深度和广度。⑥ 在他的解释中，“身心灵一体化”是指一个吸收正能量的过程，而“身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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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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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ＳｏｕｎｄＰｒａｙｅｒ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ｖｏｌ． １，ｎｏ． ４，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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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ｖｏｌ． ５１，ｎｏ． ３，２００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Ｏｐｅｎｓ ａｎｄ Ｍ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Ｆｌｉｅｓ’：Ｍｕ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ＥＴＨＯＳ，ｖｏｌ． ４１，ｎｏ． ２，２０１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Ｋｏｅｎ，“‘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Ｏｐｅｎｓ ａｎｄ Ｍ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Ｆｌｉｅｓ’：Ｍｕ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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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化”（ｄｉｓｅｍｂｅｉｎｇｍｅｎｔ）是指缺乏正能量，如同缺失光明的黑暗。同样，如果一个人不在身心灵
合一或前进的过程中，他就在身心灵分离或退化的过程中，后者使人远离美德以及符合道德准则的
思想和行为。① 身心灵一体化是一个集中注意力（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的过程，使意义内在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
并呈现已内在化的意义（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ｉｎｇ），即：注意力内在化呈现（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ｉｎｇ）。
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涉及精神方面在内的自我的所有方面，自我的精神面通常排除具身的学术概念
化。因此，整体的具身化或身心灵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目标。②

此外，德文郡·欣顿（Ｄｅｖｏｎ Ｈｉｎｔｏｎ）也发现，文化使用各种手段来促进特定的心理能力。认知
能力对于个人的健康和成就以及社会的繁荣极其重要。这些能力可能通过身体的各种技术、仪式
及音乐逐渐灌输。各种文化实体和实践是人们具身、记悉和治病的启蒙和记忆术。某种文化中的
治疗仪式可能使用多种技术来灌输那些能力促进它的具身化和精神化（ｅｎｍｉｎｄｍｅｎｔ）以及身心一体
化。文化中的治疗仪式可能使用多种技术来灌输促进具身化和精神化以及身心灵一体化的能
力。③ 通过这样的记忆技术，认知灵活性趋于具身化（ｅｍｂｏｄｉｅｄ）并转化成为身心一体化和文化价
值观的一部分。这些记忆技术治疗方法迫使个体通过创建一个记忆模板，根据各种行为模板来记
忆这种灵活性（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ｂ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如果个体认为自己处于某种社会处境或困境之中，这个
行为模板将被激活，它会有一个启动效应。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自我形象（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的灵活性行
为模板即灵活性记忆网络（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ｍ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将被激活。仪式是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里，关
键认知能力通过多个表象模式以高度浓缩的方式表达出来。它通过教授这些技能来进行治疗。④
孔青山认为，在这种传统治疗实践过程中，通过音乐祈祷冥想的互动、认知灵活状态、大脑可塑性
能力的激活以及共频和身心灵一体化，意识的不确定性中出现一种确定性意识状态。他将此种确
定性意识称为“人类确定性原则”。

六、人类确定性原则
人类确定性原则（Ｈｕｍａ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ＨＣＰ）理论，是孔青山在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的基础上提出来的。１９２７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Ｗｅｒｎｅｒ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根据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特征，总结出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认为一个物体的
位置和速度是不能同时被精确确定。⑤ 换言而之，自由粒子的动量不变，自由粒子同时又是一个平
面波，它存在于整个空间。也就是说自由粒子的动量完全确定，但它的位置完全不确定。又如单色
正弦波频率完全确定，但延续于全部的时域。频率确定，相当于粒子的能量完全确定，但时间完全
不确定。动量与位置不能同时确定，能量和时间也不能同时确定。⑥ 这成为了现代物理学的核心
成就之一。孔青山的“人类确定性原则”认为，人类的意识中存在某种不可名状的对不确定事物的
“确定性感知”（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ｒ ｋｎｏｗｉｎｇ）状态，它被认为是人的行为的决定性（或必然）因素；这种“确
定性感知”状态的意识，与实际的治疗操作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人对治疗的体验。人类确定性原则
普遍表现为“直觉的体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即人的内在心声、感觉或心灵，影响着其对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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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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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下的正确答案或路径的判断与接受。① 或许，我们将健康和治愈视为统一（ｕｎｉｔｙ ｏｒ ｏｎｅｎｅｓｓ）的
单元体，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先天的健康和整体性（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状态（ｅｖ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ｇｉｖｅ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维度（ｐｌａｃｅ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的状态，即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永恒性。② 由此看来，“人类确定性原则”也是一种文化超越的基
本原则。民间的医者也开始注意到现代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并认为在这种可能性的动态
状态中，人身体上的物质性要素和直觉的体验，将会莫明其妙的与人的意识相连接；而当一个人完
全投入到治疗的过程中去的时候，这种连接将促进治愈的发生。③ 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人类的治愈
潜能（ｈｅａｌ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是存在的，并且会在必要时自然地发生，不受特定的时空限制。正如海森伯
不确定原理显示，观察者的注意力即使在最为严密控制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对结
果产生重大的影响。④ 可见，在任何背景、任何环境下，所有参与者对治疗过程的关注及其信念，都
在治愈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孔青山的确定性原则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精神性存在（ｈｕｍａｎｓ 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ｂｅｉｎｇｓ）和
躯体性存在的合成体。当心灵深处的精神力量（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ｌ）投入到实际生活中
时，人类意识中的“确定性感知”属性（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ｃｅｒｔｉｔｕｄｅ ｏｒ ｋｎｏｗｉｎｇ）将表现出具体的状态。孔
青山解释到，人类确定性原则所暗示的确定性，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意识的体现，而仅仅是人
自身与生俱来的“完整的统一体”（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特质所展现出的一种“较高自我”（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ｌｆ）状态，是人类“爱”的无边界范式的一种体现。他进一步解释到，人类确定性原则通常与那些
文化超越（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原则，即音乐祈祷冥想之互动、共频、身心灵一体化、神经可塑性和
认知灵活性等原则，是相辅相成的。如，在适当的时机传播合适的音乐，通过人类确定性原则网络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ＨＣＰ），可以使人的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信念、意识思维及行为方式得到合理的互动、整
合与巩固，让任何一个愿意接受这种精神层次意识互动的人产生变化。对可能治愈的坚定信念，是
激发人们进行各种形式的祈祷、音乐、冥想等日常意识和行为实践（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ｏｎ）的关键因素。因
此，人类确定性原则的确定性感知，与人类的信念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ｌｉｅｆ ｏｒ ｆａｉｔｈ）是息息相关的。⑤ 期
待能导致治愈，即：“在不同形式的传统治疗中……医者、病患者和群体成员精神领域的治愈意向
和治愈期待，将导致特定的治疗效果”。⑥ 当然，学术界对此存有争议。

心灵认知（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是一种动态的连接器或是通道，通过它可以激发出“无所不在”
（ｐｌａｃｅｌｅｓｓ ／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 ｒｅａｌｍ）的治愈力量（ｈｅａｌ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尽管日常生活的认知往往具有短暂、狂热、
受约束或者散乱的特征，但那些传统治疗活动，也导致了人们认知灵活性（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的产
生，进而激发出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开放、专注和平静状态，并在持续不断的学习和熟悉过程中使之
成为常态性认知（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最终转化为自觉性的心灵自强认知。⑦ 孔青山所要强调的是，
健康应该是一个人达到身和心整体平衡的状态，而疾病的产生通常是和人的身体、情感、心灵与精
神状态之间的失衡有关；像在原子粒子的物理变化和运动中存在无形的不确定性（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一样，人类的潜意识中也存在一种无形的确定性，并且可能与治愈的过程有关，因此，通
过挖掘这种关系，或许可以实现治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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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概之，在孔青山的研究中，人是身心合一的生物。健康指的是一个人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音

乐常被描述为将身和心相连接的桥梁，是治疗仪式或实践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平衡身与
心之关系的功能。音乐的此功能通过一系列的身心转换过程才能实现。他提出，人的意识中有较
低自我和较高自我两种状态，如果某人能顺利地完成从较低自我到较高自我的转换过程，就将得到
治愈。在这个过程中，音乐祈祷冥想行为激励认知的灵活性，有助于认知灵活性的体验。在这种
体验中，音乐创建一个新的意识结构，在其之中神经系统塑造出全新的认知环节，继而成功地发挥
出神经的可塑性能力。在神经系统对事物和自我认识的重新塑造过程中，参与者将较低自我的较
弱能量屈服于较高自我的较强能量，完成“共频”的过程，并通过其超越物质世界进入一个纯净的
意识状态并脱离较低自我，完成身心灵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些意识的转换过程中，出现一种确定性
意识状态。这种确定性是对“健康”的确定。人类天生就具有着健康状态，人的治愈潜能可以不受
特定的时空限制在必要时自然地发生，继而，人身体上的物质性要素与人的意识相连接，人体转换
到健康状态。他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参与者对治愈的信念和期待在促进意识转换的过程中起关键
作用，关于音乐和治疗的理论解释可以超越文化而应用于不同人类群体，但是具体、系统和详细地
应用方法和步骤还未能够得到研究。医疗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可应用于全世界人类健康
的文化超越原则，旨在探索科学和宗教间的关系，并对今后音乐、健康和治疗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服务。孔青山探讨的那些主题，即音乐祈祷冥想互动论、认知灵活性／弹性、神
经可塑性、共频、身心灵一体化和人类确定性原则等法则和过程互相紧密交织，并通过动态和整体
之中的运作在人的意识中锻造出一个新的现实从而激发人类与生俱有的治愈信念；这些过程或原
则是可应用于其他文化语境中的人们的利益。他的这种文化超越原则对道德与文化相对主义提出
了挑战。

孔青山提出的基本理论概念中音乐是最基本也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虽然在人类学家关于世
界各地传统治病仪式的民族志调查记载中，关于音乐治疗的资料很丰富，但是大多数集中于音乐的
本体研究方面。而音乐、治疗与文化之关系的探索不是很多，有的也不将音乐、治疗与文化结合到
一起进行分析。学术界往往不认真对待或者无意识中忽略音乐在一个特定文化语境治疗空间中的
独特角色。孔青山的理论折射出音乐、治疗与文化的紧密关系，弥补了音乐治疗研究领域的缺陷。
在民间传统医疗活动中音乐是被给予患者的一种“医药”。这一“医药”是当地群体文化选择的结
果，如果它不符合接受治疗者的文化审美观，这一“医药”很有可能失去它的特殊的身份、角色和作
用。在一个特定文化中，这些音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效果？这些音乐包含的
多少治疗因素能跨文化地运用到其他人群的健康？这些问题令人深思，需要进行认真、系统与科学
的研究。与其相关的研究是医疗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具有深远意义且任重道远的一项任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 ｎｅｗ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ｈ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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