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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年鉴”第10届学术研讨会胜利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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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共同举办的“中国音乐年

鉴”第10届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1月20日9时在华南理工大学逸夫科学馆报告厅隆

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与华工艺术学院近200名师生欢聚一堂，针对中国
音乐发展历程与实际现状进行探讨。 

    出席本届研讨会的专家和领导主要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博
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秦序、《音乐周报》总编安瑞、《中国音乐年
鉴》主编李岩、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韩钟恩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研究员李玫、《中国音乐年鉴》副主编林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赵仲明、
《中国音乐学》编辑吴凡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徐元勇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
主任杨和平博士、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王聪所长以及广东流行音乐协会陈小奇会长、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学院路瑜教授、美国北德州大学音乐学院高级教授卓仁祥博士等。 

      开幕式由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何平博士主持。何平教授热情洋溢地介绍到
会的各位代表并表示了热烈欢迎。广东省文联、音乐舞蹈办公室方主任进行简短致
辞，对“年鉴”研讨会于广州召开给予高度评价。随后，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陈小奇
会长为广东流行音乐的现状和发展作了评述，引起相关专家的高度重视。接着，中国
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作了亲切致辞，对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此次研讨会表
示感谢。 

       在各专家学者合影之后，会议进入主题发言阶段，由李岩、张振涛、韩忠恩和秦
序等专家作出专题发言：《中国音乐年鉴》主编李岩首先发表了对《中国音乐年鉴》

20年发展状况的感言并谈了自己对未来工作发展的想法；张振涛就国家文化部十一五
计划中对近五年音乐学研究领域状况作简明性介绍；韩忠恩对《中国音乐年鉴》作了

20年回顾，并对年鉴创编20年及每年的研讨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做出总结，祝愿年鉴
今后能更准确地记录、叙述、勾勒当代音乐发展的状况；秦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传承”做出精彩的专题介绍，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下午进行的研讨会由《中国音乐年鉴》现任主编李岩主持。专家们围绕《中国音
乐年鉴》的栏目设置与发展、中国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广
东流行音乐的现状与发展等议题展开发言。首先，中国音乐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流
行音乐学会秘书长陈洁明结合广东自身特色对广东流行音乐的蓬勃发展、创新改革做
了精彩介绍，总结了广东流行音乐协会创办及发展情况、及其对推进中国流行音乐文
化做出的积极巨大作用，引起专家学者与在会师生的高度重视。其中，南京师范大学
徐元勇教授就流行音乐话题介绍了自己对流行音乐通俗唱法的研究，提出“斜开唱
法”的新概念，同时也对本次研讨会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随后，浙江师范大学杨和
平教授对高度赞扬了《中国音乐年鉴》所取得的成果，并对年鉴编写提出自己的建
议。最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青年古琴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林友仁先生的
女儿林晨对古琴的传统与发展两者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
琴文化的发展与保护之路并不矛盾”，结合自身习琴经历，提出“在发展基础上的保
护才是最好的保护”。 

      在晚上20点，参加学术年会的专家学者们参加了在校北区体育馆礼堂举行为庆祝

华南理工大学建校54周年暨中国音乐年鉴第10届学术研讨会而举行的交响音乐会。此

次音乐会由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音乐学博士何平教授担任指挥.，华南理工大学
青年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出席本次音乐会的还有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
员会委员以及来自香港校友会的领导和嘉宾。 

      本场音乐会所演奏的曲目有&lt;&lt;天堂与地域&gt;&gt;(奥芬巴赫),管弦乐序曲

&lt;&lt;红旗颂&gt;&gt;(吕其明),交响音画&lt;&lt;在中亚西亚草原上&gt;&gt;(鲍罗

丁),交响诗&lt;&lt;沃尔塔瓦河&gt;&gt;(斯美塔纳),&lt;&lt;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gt;&gt;第四乐章,(德沃夏克)等中外经典交响作品。何平教授以对音乐作品的恰当处



理和洒脱指挥使得现场气氛异常热烈, 给听众带来一场高水平的听觉盛宴。此次盛会持

续一个小时四十分钟，最后在加演&lt;&lt;拉德基茨进行曲&gt;&gt;所引发的全场掌
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