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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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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8月27至29日，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心

理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来自全国15个省市地区60余个音乐院校、师

范大学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等单位的百余名学者、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关注这一领

域的爱好者们，齐聚北京，参加了这一盛会。  

  此次会议在对音乐心理学以往研究成果回顾总结的同时，就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寻求解决办法，并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同时，为学科今后的

发展确立了方向。  

  在本次会议前，8位全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音乐心理学家就有关音乐心理学的基础
理论及一系列相关课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术讲座，受到了热烈欢迎。会后还成立了

“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Music Psychology of China）,并选举
出第一届学会理事会。同时以中央音乐学院为依托创建了“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的

学术网站，注册域名为http:// www.mpchina.net。实行资源共享，互通有无，为有
志于从事音乐心理学研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以推动音乐心理学这一新兴学

科的健康稳步发展，发挥其对音乐实践的指导作用，解决实际问题。  

一、 
  2002年8月25、26日，来自北京大学心理系的沈政、清华大学艺术中心的刘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的舒华、中央音乐学院的周海宏、张鸿懿、星海音乐学院的罗小

平等8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专家就“大脑是如何处理音乐信息的”、“音
乐心理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心理学研究方法简介”、“音乐表现心理机制在音乐
实践中的应用”、“中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简史”、“音乐治疗”等专题，以多媒体
演示方法开展了学术讲座。这些培训表明我国音乐心理学学科建设在前沿信息、方法

论建设及与大心理学沟通等方面的明确意识。  

二、 
  2002年8月27日，第一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中国音乐家
协会党党组书记吴雁泽、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刘康华等领导同志到场祝贺，并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国当代音乐心理学学科的开拓者，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
长张前教授的大会致辞总结了学科发展的历史，阐述了学科建设的任务、问题及目标

与方向。  

  随后的一天半时间内，来自全国各地95位代表中的30位进行了大会发言，宣读论

文。大会据此编辑了《第一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论文45
篇。所选议题涉及到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音乐才能、音乐治

疗等方方面面的心理问题，代表了近年来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同时，大会还刻录了《音乐心理学文集》光盘。该光盘由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根

据馆藏资料编撰，收录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种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涉及音乐心

理学研究领域的论文700余篇，专著6部，以及多篇译文的全文，共约400万字。该文
献光盘可谓我国音乐心理学文献的集大成者，是该学科自建设之初即形成资料建设数

字化、共享化、网络化明确意识的表现。  

  2002年8月28日下午，大会自由发言，众代表各抒己见，就音乐心理学的学科建
设、发展方向、研究方法等交换各自意见，并展开了饶有兴趣的争论。在热烈而又宽

松的学术氛围中，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就音乐心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周海宏认为：“音乐心理学是一门实证科
学，它应与音乐实践中的方方面面紧密联系，解决实际问题。”若与音乐美学相比



较，前者“操作现象，重实证，要用事实说话”；后者“操作概念，重思辨，以严密
的推理服人”。林华也从音乐创作心理和音乐教育心理的角度为音乐心理学提出了一
系列理论与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关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大家普遍
同意：方法是为问题服务的，不论是实证的还是思辨的，统计的还是描述的，最适合
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应该采用的方法。同时，与会者还认同，在我国音乐心理学
学科建设之初，实证方法的缺乏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瓶颈。文献建设及注意广泛关
注国内、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避免搞重复研究，也是这一学科建设应该特别明确的

意识。  

三、 
  2002年8月29日上午，“第一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同时
“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学心理学学会”正式成立，全体参会者成为首批会员。在成立

大会上，通过自由推荐，选出候选人25名，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民主程序，选出得票最

多的9位会员张前、罗小平、刘沛、周海宏、林华、赵宋光、韩宝强、张鸿懿、谢嘉幸
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下午举行了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理事一致推选中央音乐学
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我国现代音乐心理学学科的初创者张前教授为理事长，罗小
平、刘沛为副理事长，周海宏为秘书长。理事会上决定在把“音乐欣赏教学中的理论

与实践问题”作为理事会明年的重大学术活动。  

  本次大会的召开及其学术组织的成立，改变了80年代以来国内音乐心理学界所存
在的学术研究、规划、组织上的松散状态，为推动学科建设，深化学术研究，加强学
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