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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制作：传媒时代音乐生产的新方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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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所谓微制作，就是指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讯终端作为音乐生产工具，突破时空局限的音乐生产
活动。根据音乐生产的技术方式，我们可以把整个音乐生产分为“手工制作式”、“机械复制式”和“数字虚拟式”等不同

的生产方式，但微制作与它们不同，因为它实现了音乐创制空间的流动化、创作时间的即时化和创制与传播的同步化，因

而微制作是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微制作的出现，大大推动了音乐生产日常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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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作为基本的艺术生产工具，它与艺术生产的关系是艺术生产论研究的应有之义。但自马克思

提出“艺术生产”的理论命题以来，媒介与艺术生产的关系这一议题，实际上直到本雅明那里才得以真

正展开。及至当代，由于媒介对艺术生产影响的日趋显著，它已然成为学界瞩目的热点话题之一。当前

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向展开的趋势，有人坚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检讨文化工业标准化生产对

大众意识形态的操控，也有人借鉴伯明翰学派式的文化研究范式，对此进行半社会学化的研究。当然，

还有学者已经走进新的媒介艺术文本，对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网络音乐和微电影等做出具体分析。上

述研究使我们注意到，媒介技术条件的变化对艺术生产的影响，其物态化表现是新形态的媒介艺术文本

的出现，而其机制性存在则是艺术生产方式的变化。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介技术条件快速变化的时期，作为音乐研究者，我们注意到，在诸如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等新媒介产品不断涌现的今天，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微制作”———已经出现。本

文拟从内涵界定、生产方式的历史比较，以及其与音乐生产日常化的关联等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探讨，以

求促进对这一新的音乐生产方式的认识。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１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１２ＹＪＣＺＨ３１７）
作者简介：文海良（１９７５－），男，湖南攸县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流行音乐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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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音乐生产“微制作”的提出
２０１１年初，由原创乐队“大买卖乐团”创作的一首ＣｉｔｙＭｕｓｉｃ风格歌曲《ＰｌａｙＧｏ》迅速在全国各大媒

体蹿红，就直观的听觉感受而言，《ＰｌａｙＧｏ》这首歌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但它的问世却吸引了人们的
眼球，因为该乐队并不是用传统的声学乐器来进行音乐的演奏，而是用苹果公司出品的平板电脑ｉＰａｄ。

平板电脑怎么成了演奏音乐的乐器呢？因为，它上面安装了各式各样的用于音乐生产的应用软件。

这些应用软件有一个统一的名字———“ＡＰＰ”，中文名为“应用”，它包含了各种各类在移动终端系统中
使用的工具，从摄影到画图、从网页浏览到游戏等，音乐应用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类别而已。根据使用平

台的不同，Ａｐｐ现在主要分为苹果应用与安卓应用两大类。
音乐制作应用由苹果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４月率先推出，到现在，覆盖苹果与安卓两大系统的音乐应用

已达几百种。我们从国内著名的电脑音乐网站———Ｍｉｄｉｆａｎ所登记的数据统计，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６
日，用于苹果ｉＯＳ系统（包含ｉｐｈｏｎｅ和ｉｐａｄ）的音乐应用多达３７２款，而用于安卓系统的音乐应用则数量
稍少，为３２款。

在这几百种的音乐制作应用中，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制作工具，从制作平台到音源、再到效果器、甚至

母带处理，几乎都涉及到了。比如制作平台的应用有苹果公司自己开发的ＧａｒａｇｅＢａｎｄ、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公司推
出的Ｃｕｂａｓｉｓ等。这些平台应用通常都是集 ＭＩＤＩ音序器、音源、效果器、录音器等于一体，能够进行全
流程的音乐生产制作。音源类的应用既有全新开发设计的新音源，也有用旗下成熟的音源产品移植过

来的。移植过来的有诸如Ｍｏｏｇ公司出品的模拟合成器 Ａｎｉｍｏｏｇｆｏｒｉｐｈｏｎｅ／ｉｐａｄ，ＩＫ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公司推
出的采样器ＳａｍｐｌｅＴａｎｋｆｏｒｉＯＳ，Ｃａｋｅｗａｌｋ公司开发的合成器Ｚ３ＴＡ＋ｆｏｒｉＯＳ等等；全新开发的有 Ｎ／Ａ
公司开发的ＦＭ合成器 ＴＦ７、Ｃｒｕｄｅｂｙｔｅ公司开发的管弦乐音源ｉＳｙｍｐｈｏｎｉｃ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ＦｏｒｉＰａｄ等；不管是
合成器还是采样乐器、抑或是鼓机，各类音源应用几乎涵盖了制作中能用到的各种类型。效果器类的应

用同样也是种类繁多，比如在吉他效果器方面就有ＩＫ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公司推出的ＡｍｐｌｉＴｕｂ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ｉｄ公
司开发的ＢＩＡＳ等高质量的效果应用；再比如混响，有Ｎ／Ａ公司出品的ＡＤ４８０Ｐｒｏ、ＧｌｉｄｅｒＶｅｒｂ、ＡｌｔｉＳｐａｃｅ
等多款效果器。甚至在母带处理方面，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ｉｄ公司开发的ＦｉｎａｌＴｏｕｃｈ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一
系列的电脑应用软件，人们才可以不再依赖从音源到音响等音乐创作工具实体，而仅仅通过掌中的一个

小小平板电脑就能完成一首首音乐的创作。据此，我们可以说，音乐生产已经开启了一种新的方式———

“微制作”。

“微制作”中的“微”一词，兼具副词、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属性，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微”当用

作形容词时表示“小、细、少”的意思［１］１０４９，比如“微生物”“微量元素”等。“微”一词与当代文学艺术结

缘，首先则是出现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微型小说”的称谓，它是指比短篇小说更

短的作品。而今天，“微”一词已经不再仅仅关涉艺术作品的篇幅长短，而是与诸多新媒介联系在一起，

延伸出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简单说，所谓微制作，就是指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讯终端作为音乐生产工具，突破时空

局限的音乐生产活动。如果说平板电脑、手机等移动通讯终端是微制作的物质载体的话，那么，数码虚

拟的传播技术才是微制作的技术核心。或者说，数码虚拟实现了微制作生产者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

音乐调用。首先，音乐符号的数码虚拟，不仅使音乐生产者摆脱了对传统乐器和设备等实体的依赖，而

且使他们实现了超技能的运用。因为经过数码虚拟转化之后，网络或电脑的音乐数据库里就具备了钢

琴、吉他和鼓等各种音源信息，音乐创作者只需根据自己的“理念”，就能任意调用这些资源，因而超越

了自身乐器技能的局限。其次，各类音源效果器只有以互联网技术和个体化硬件终端为基础，才能实现

其创作与传播的便携性。不应忘记，像电脑网络的艺术生产一样，微制作仍然是数字虚拟艺术符号的创

制与传播，这种创制与传播是以成熟的移动通讯技术为基础的。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３Ｇ、４Ｇ网络，抑
或是日益普及的无线宽带Ｗｉｆｉ，其传输速率的大幅提升以及信号覆盖范围的越来越广，再加上平板、智
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成熟，随时随地的音乐创制与传播变成现实，数字化、虚拟化的音乐生产进入

到微制作的新阶段。

当然，目前通过微制作这种新型生产手段制作出来的音乐作品还不是很多，在生产实践中，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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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进行音乐作品的前期生产，比如音乐构思、编曲、吉他演奏等。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随着软硬件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微制作为主的音乐产品生产与基于云端传播（如基于ＡＰＰ应用的音乐销售①）的音
乐销售相结合，必将会是今后音乐生产传播的主要方式。

２　作为音乐生产新方式的“微制作”
为什么说微制作是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呢？我们可以从音乐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来认识这

一点。

“生产方式”（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它有两方面的含义。（１）它指的
是生产的技术方式，即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的结合。例如，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劳动价值创造过程中，劳

动者需要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同时改变这二者，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他的

劳动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２］３５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生产工具已经成为代表一个社会或时代的

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体现。（２）生产方式指涉历史时期的划分，即它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包括影响社会生
产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马克思认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

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

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

定的生活方式”［３］６７。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独立性，即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立于个人

活动的存在，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据此客观地划分出人类各个历史时期和重要社会形态。

厘清“生产方式”的内涵，是为了指明，我们主要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即生产的技术方式意义上来使

用这一概念。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可以依据生产工具的变化，划分出不同的生产时期。这就如同杜夫

海纳所言，某种程度上，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生产技术的发展：“它（技术）提供新的手段，而这些

手段提出一些目的，包括审美目的在内。技术的发展给艺术展开了新的天地，这不仅有助于艺术家的活

动，因为他具有了新的表现手段，而且有助于观众的感觉，使观众发现新的天地。”［４］２１１在本文中，我们则

主要是从音乐生产的制作和传播工具来尝试一种音乐生产的历史时期划分，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分

与对比中见出“微制作”的创新性。

相对于其它艺术生产类型而言，音乐生产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对乐音的创制和传播。而声音就其自

身而言，它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即时产生，又瞬间消失，因此音乐被称为“时间的艺术”，这对音乐的制作

和传播工具都提出了特定的要求。音乐生产工具就是从适应这一特点，到逐步突破这一特点带来的局

限而发展起来的。而综合考虑音乐生产工具在音乐创制与传播上的作用，我们可以将音乐生产划分为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音乐生产方式的手工制作阶段。虽然音乐产生的历史如同其它艺术种类一样古老，

但以手工制作为主导性的音乐生产一直延续到近代（以留声机为代表的录音技术出现之前）。在这个

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虽然乐器种类不断拓展，音乐理念不断更新，演奏形式千变万化，但它们创制和传播

方式都是依靠乐器实体演奏，乐音在场传播，听众现场接受。换言之，音乐的产生与接受、生产与消费具

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共在性。手工制作的音乐生产方式，虽然确保了音乐生产的本真性，但从艺术生产论

的角度看，它也有着突出的局限，特别是在音乐的接受与消费上，这种局限显而易见，这就是，它大大限

定了音乐接受的方式和接受者的数量，即观众必须去现场聆听，同时，无论演奏的器械和演奏的物理环

境（如剧场）效应多么好，能够听到的人数总是受到很大限制。从技术上突破这一点的，是留声机这样

的录音技术的出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说，音乐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第二个阶段，用本雅明的话说是音乐生产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当然，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

制”，主要是指以摄影为代表的图像复制，即空间艺术的复制。他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相对之前的艺术生

产而言，至少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艺术本真性的消解，用他的话说即艺术“光晕”的衰竭，因为有无

数的复制品出现让人真假莫辨；二是艺术价值的转变，即复制技术改善了艺术作品的流通与传播，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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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２０１３年，歌手曹方、孙燕姿、林俊杰等开始发行Ａｐｐ音乐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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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由膜拜价值转向了观赏价值［５］１２－２２。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音乐生产中。录音技术的出现使转瞬即

逝的音乐同样变成了可复制的文本，因而音乐生产也具备了本雅明所言的上述特征。首先，由于有了录

音的条件，音乐艺术作品的本真性也消失了，出现的是无数个与“本真”音乐演奏相似的复制文本。其

次，随着无数复制文本的出现，音乐欣赏变得越来越容易，换言之，大规模的音乐商品消费出现了。因

此，相应的，我们可以称这种音乐生产方式为机械复制式的音乐生产。音乐生产自此进入了工业化和商

品化时代。

工业化给音乐的创制与传播都带来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平衡。这表现在音乐的创制上，其生产

方式仍然是以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为主，但在音乐传播上，却因传播媒介层出不穷的发展变革而使其进

化到新的阶段。首先，声音录放设备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人们接受音乐的方式。从留声机、电唱

机、录音机到影碟机、计算机，音乐不再是瞬时性的传播，而且不再受时空的局限。其次，音乐载体的更

新换代加剧了这种影响的不平衡。从唱片、磁带到 ＣＤ、ＤＶＤ再到 ＭＰ３，音乐产品的最终形式经历了从
模拟到数字、从实物到虚拟的发展之路。而随着数字声音虚拟技术的成熟，终于影响到了音乐生产的创

制端，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出现了。

我们可以称这种音乐生产方式为“数字虚拟生产”。因为它与之前的生产方式不同，它实现了从创

制到传播的全部虚拟化。在机械复制式的音乐生产中，基于棚室制作的创作生产再结合工业流水线作

业的传播生产，这就构成了音乐商品生产的主要模式。但是，在数字虚拟的音乐生产中，却出现了不同

“语言构型”。波斯特以摇滚乐的制作为例揭示了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存在原始演出。取而代之的是

每一位乐手先在不同的‘音轨’上录好音；有些时候乐手实际上是在不同城市演出，而有些音轨，尤其是

打击乐声部，可能是从合成器上录下来的，根本就不存在‘演奏’。技师把互不相干的‘音轨’组合成一

盘母带，这就成了‘原始带’。”［６］１７－１８数字虚拟式音乐生产与机械复制式音乐生产的一个重大区别，即

在于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由乐器实体演奏出的原作，存在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拟仿（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ｕｍ）音乐信息
的摹本，因而它从音乐创制到传播，全方位颠覆了手工制作阶段的音乐生产方式。

回顾音乐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也自然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的维度。必须承认，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

来看，“微制作”仍属于“数字虚拟生产”，因为其技术基础基本一致。但是如果从技术对生产形式的影

响来看，我们则完全有理由说，微制作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因为微制作不仅像其它数字虚拟生产

那样摆脱了从手工制作模式延续而来的“原始演出”，而且使音乐创制从棚室走向户外，不但可以在地

铁、公交车等移动交通工具中进行，也可以在候机厅、菜市场等喧闹不一的环境里进行，质言之，它超越

了之前的数字虚拟生产，实现了音乐创制空间的流动化［７］。因而，只要你有了音乐灵感或者想法，就可

以马上进行创作，这样也就实现了音乐创作时间的即时化。而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马上将创作好的作

品通过你的移动终端发布，这样也就能实现创作与传播的同步化。所有这些，都在昭示微制作与之前所

有的音乐生产方式的差异。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微制作是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正处在微制作的初始阶段，微制作仍在发展之中，它对音乐生产影响必将越来

越大，同时也必将开创更为广阔的音乐生产空间。

３　“微制作”与音乐生产的日常化
那么，这种“微制作”对音乐生产乃至我们的社会文化结构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微制作尚处

在初始阶段，其影响正在逐步展开，其存在意义必然是多方面的。在此，我们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微制

作推动了音乐生产的日常化。

像其它艺术种类一样，音乐本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随着音乐生产对工具和演奏技艺等的

要求越来越高，音乐逐渐变成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完成的非常专业性的艺术实践，与之相应的是，音乐欣

赏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殿堂化。因而可以说在音乐生产中存在着一种非日常化的倾向。录

音技术和现代电子媒介在传播环节改变了这一局面，使音乐变得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逐渐向日常生活

回归［８］。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全方位的，在创制环节，它仍然不是普通人能企及的。而微制作的出现，却

从音乐创制到传播都改变着这一局面，因而大大推动了音乐生产日常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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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微制作使音乐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在手工制作阶段，为了保证音乐品质，音乐生产从工具、

人员到演出环境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这就实际上决定音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因而，一方面，尽管民间

音乐生产的活跃状况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音乐生产者和音乐生产实践必须依附于统治性

的社会阶层才能存在，直到计算机发明以前，音乐创作生产主要依赖传统手工操作的方式。而机械复制

技术，降低的只是音乐接受的成本，音乐创作等方面的生产成本并未降低，某种程度上，工业化和商业化

反而大大增加了部分生产环节的成本。但随着数字技术在音乐生产领域中应用的深入，数字化的变革

波及到音乐创作工具的各种类型，不管是取代硬件音序器的软件、还是数字化的合成器／采样器／效果
器、再或是虚拟插件化的音源效果器等，传统纯手工模式的生产方式逐渐被程控化、自动化的现代方式

所取代，音乐生产效率在大幅提升的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微制作正是得益于此，它使得音

乐创作不再被乐器、场地和其它工具条件所束缚，而只需通过对便携性的平板电脑等计算机工具的操作

就能实现，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社会成员可以凭借自身的音乐与计算机才能，依靠非常有限的资

金投入就能实现音乐制作。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微制作”就是微小成本的音乐制作，是普通社

会成员有经济实力从事的音乐生产。

其次，微制作促进了音乐生产者的非专业化。现代音乐生产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需要大量的专业

人才。这不仅是指音乐演奏、表演上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而且包括音乐制作的其它环节，都离不

开专业人士的操作。但是在微制作中，基本的音乐制作环节都可以通过音乐应用来完成。前面我们已

经举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应用，它们共有的特点是体积小，售价便宜，易操控；体积小是相比较现今主流

音乐生产工具而言，它们小的只有几兆，大一点也不过几百兆；售价上有的几块钱，高点的也不过几百

元；易操控是针对移动终端的操作界面小且都为指控操作方式而言的；这就给更多的人提供了参与音乐

生产的可能性，体积小就可以将应用装在手机、平板里，价格低可以使参与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易操控

可以快速上手。因此，音乐生产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在音乐应用的支撑下，不管你是否专业出身都

可以超越自身演奏技艺的局限，通过调用各种音源来完成多种乐器的演奏，进而完成从演奏到合成等多

个方面的工作。这就使得音乐生产变成了越来越多人可以想、可以干的一种活动。

再次，微制作促进了音乐生产机制的非公司化。以往音乐生产的高成本和专业制作，都使音乐生产

机制公司化成为一种必然（当然也可以通过事业化的方式来实现，但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生产体制不

相符合，故此不论），因为只有公司才能从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上保障现代化的音乐生产。但微制作的

出现部分地改变着这一局面，它使音乐生产方式随着网络、移动终端的普及发展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中，

更多的个体以及小团体都可参与到音乐生产实践中。“即便缺乏所谓的常规音乐知识，但仍可以参与

音乐制作过程”［９］１７４。它因为拓展出了音乐生产的个人领域而使音乐生产不再是唱片公司的专属行为。

我们有理由相信，微制作昭示着在当今信息社会中，越来越多元化的音乐生产方式的出现。而这，必将

促进大众对音乐生产的参与，促进人们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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