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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届学术研讨会”召开

　　图为研讨会现场。本网记者 项江涛/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项江涛）11月4日至5日，“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届学

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旨在从音乐理论界实践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

传统文化“四个讲清楚”的基本要求，在百年来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探讨中国音

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与会者围绕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历史与现状、内涵与特

征、结构与建设、应用与传播等角度展开讨论。

　　与会者认为，回顾百年来中国音乐历程，西方专业音乐体系的传入，从理论、创作、

表演、教育等方面，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在这一文化交流中，

一方面我们主动接纳西方音乐理论精华，籍以整理、传承中华民族传统音乐；另一方面，

与西方政治、经济相伴的强势音乐文化的冲击，也使中华自身优秀音乐传统逐步萎缩，甚

至一边倒地出现唯西乐是尊的“失语症”。某种意义上讲，远离中华民族音乐传统，以西

方音乐理论和技法来“剪裁中国音乐的审美”，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音乐向更广阔空间发

展的瓶颈。当前音乐理论界各分支学科，围绕此论题已积累了较丰硕成果；但如何将既有

成果有机整合，进而系统建构中国音乐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依然是音乐学界亟待突破和

解决的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根福在致辞中谈到，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近年来在多个场合也反复

强调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要善于讲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情怀、弘扬中国精

神”，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

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这些重要论断不仅是对文艺创作、表演实践的具体要求，

也为音乐理论研究与未来发展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塔里木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音乐理论

界适应时代进步的迫切要求，也是音乐学者应有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信以及责任担当的

要求。他说，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构建音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涉及概念

和论述逻辑。中国特色的音乐理论话语来源于中国音乐文化实践的历史积淀、演进和不断

提炼，也是创新的基本依据。我们有着丰厚的音乐文化资源而享誉世界，也有几代学者在

这片沃土上躬耕不辍，取得了诸多创造性成果，但在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上还与文明古

国、文化大国的地位还不够相称。他认为，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一件极其庞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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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需要我们坚持学术自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传统音乐话语资源的

深入发掘、西方音乐话语资源的合理借鉴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潜心研究和实践，

把零散的观点整合为体系化话语。

　　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认为，以话语体系为主题的中国音乐理论研讨

会，将对中国音乐学界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

体系”，是当代音乐工作者提高文化自信、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自觉举措，是新时代

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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