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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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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20日下午13：30-15：30，首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学术委
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专家共聚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中楼

414教室，商讨学术研讨会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许舒亚教授、上
海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孟东教授、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与各位专家共进工作午餐，对
各位专家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取得成效。 
      会议由组委会秘书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贾达群教授主持。他首先向各位委员介绍
会议筹备的相关情况。他指出，这次会议不仅引起上海音乐学院领导的高度关注，而
且得到全国各大音乐院校以及部分国内综合性大学的大力支持。本次研讨会不仅已经

荣幸地邀请到当代国际最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音乐分析学泰斗Allen Forte教授与会并
举行专题讲座，而且，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与议题也得到诸多海内外专家的支持与认
同。贾达群教授还向各位专家演示了会议专设网站的网页，演示网页涉及主协办单位
的友情链接、学术顾问介绍、特邀嘉宾介绍等等。 
      学术委员会委员张巍教授向各位专家介绍了会议的组织机构，并向各位委员详细
介绍了研讨会学术单元的构架与内容。学术研讨会共持续四天，包括四个学术单元，
分别是：“阿伦·福特学术讲座单元”，“理论研究单元”，“分析实践单元”，
“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单元”以及一场“钢琴小型演奏会”。 
      针对张巍教授的介绍，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教授首先发言。钱教授非常赞同研讨
会不设分会场的做法，她认为，这种安排可以避免因无法兼顾而带来的某些遗憾。关
于学生论文评选，钱亦平教授建议专门成立一个学生论文评选委员会，并进行分类评
审。 
      中国音乐学院高佳佳教授认为，在研讨会学术单元的安排上，“教学研究及学科
建设单元”的比重略显不够。她提议让各音乐院校在研讨会期间派代表参加会议，就
各院校音乐分析或曲式教学的情况，诸如教材的选用、谱例的选择、教学内容的设
置、开课时间等进行交流。 
      中央音乐学院李吉提教授就参会成员及正式代表资格发表看法。考虑到阿伦·福
特的专题讲座将用时四个单元，她建议能否将会议日期延伸为五天。这样就从时间上
既保证了阿伦·福特的充分发挥，又不影响国内学者的广泛交流。 
      中央音乐学院姚恒璐教授非常关注研讨会的时效性。他希望在会议之前就拟定一
些引导性的议题或话题以增强会议的目标性。他希望研讨会开出新意、富有成效，集
中解决一些大家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他认为，研讨会期间当然要发布一些最
新的研究成果，但是不要把研讨会开成单纯的论文发布会。尽可能让研讨会真正具有
研讨性。 
      上海音乐学院陈洪铎教授建议以列表的方式体现研讨会期间的所有学术活动。山
东艺术学院的郑中教授提议落实除阿伦·福特之外其他一些特邀嘉宾的活动内容。 
      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教授最后发言。他首先表示，上海音乐学院在建国六十周年
之际发起召开这场会议不仅非常必要而且非常及时，并希望这场会议能在中国音乐史
上留下自身的痕迹。就目前的筹备现状而言，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明确会议的宗
旨、目的和任务，他感觉会议还缺乏一些指向性明确的主题词。彭志敏教授的发言不
仅对其他专家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解决意见，同时，他对音乐分析学科的发
展历史、学科定位等问题也进行了扼要回顾并阐述了他对这些学术问题的最新认识。 
      就音乐分析学的概念，贾达群教授综合各位专家的看法，认为可以有如下的理
解：音乐分析学是自二十世纪以来一门新兴的、综合的、交缘的，并具有方法论意义
的集理论、实践为一体的对音乐及其形态进行分析认知的学科。对此，与会专家认为
可以作为本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予以更为充分的研讨。贾达群教授做最后总结
性发言。他说，今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各位专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我们
会把今天的意见汇集整理并逐一解决。他希望各位学术委员会委员要充分发挥主人翁
意识，不仅对这次活动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而且应该在引导音乐分析学走向、引领
音乐分析学事业的发展方面做出更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