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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音乐学网： 

1. 学科主要研究方向的优势、特色及发展前景 

音乐学是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外音乐艺术和各种音乐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

的一门艺术理论学科。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学学科经过上海市教委第三和第四

期重点学科的建设和推进，目前已经在音乐的社会功能及文化意义、音乐的历

史发展及演变、音乐的审美机制和美学规律、音乐语言的构成及运作、音乐文

化的战略及对策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可喜成果。

在此基础上，本学科进一步提出以“音乐文化史研究”作为本学科今后发展的

骨干脉络，并策划以音乐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音乐形态发展的理论与

历史研究、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发展研究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优势特色和目

的指向在于，立足中国和上海的音乐生活实际，探索中外音乐文化发展的经验

和规律（特别是中国本土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经验），为我国

的音乐文化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理论参照和智力支持。在此过程中，我们希望贯

通中外，跨越东西，在学科建设中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发现新的学科与知识

增长点，占领新的学术高地，并在推动学科进步的同时，也为上海乃至全国的

音乐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出谋划策、贡献智慧。可以想见，本学科在这一学科思

路的引领下，如果组织得当，措施有力，其发展前景当不可限量。 

  

2. 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具有的优势、特色和不足 

上海音乐学院作为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在其近八十年的办

学历史中，不仅为中国的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和扎

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的音乐理论学科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重大贡

献。经过以萧友梅博士、沈知白先生、钱仁康先生为代表的几代理论学者的不

懈努力，上海音乐学学科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传统已经得到举世公认。目前，我

院的音乐学学科梯队中老中青三代均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在总体学术实

力上明显高于除中央音乐学院（后简称“中音”）以外的其他音乐院校。与中

音相比，我院音乐学学科也具备明显的特色：我院的音乐学的方向门类比包括

中音在内的任何院校都更加丰富和齐全，在研究领域上覆盖了古今、中外、东

西等各类音乐文化现象，在研究视野中囊括了经典传统音乐和通俗流行音乐，

形态技术分析和文化思想性研究同时并举，基础理论研究与现时音乐评论均很

活跃，已经初步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海派学术风格”，因而不同于全国的

任何一家音乐学院的音乐学学科。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上音音乐学学

科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特别体现为学科内部的力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整

合，各项子课题之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研究和教学中还没有形成集团式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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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教学模式，青年教师、特别是研究生的力量还没有围绕学科的中心目标得

到很好的发挥。上述情况已经在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中有所改变，我们准

备在上海市重点学科的建设中着力通过科研与教学体制的完善予以解决。 

  

3. 学科与国家、上海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结合度，以及所发挥的作

用 

本学科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尤其近期来通过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特别是第四

期）的建设，不仅加固了学科自身已有的雄厚基础，而且也出现了一些针对上

海乃至我国音乐生活现状分析和未来发展对策的咨询性研究成果（如音乐艺术

管理与市场的分析，上海市城市文化的各种调查等等），这对于正确认识和理

解当前以及未来的音乐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及有重要意义。目前，正直2010年

上海世博会来临，上海的城市文化（也包括音乐文化）建设需要在对文化历史

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筹划和科学布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音的音乐

学学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在保持和发扬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加大

理论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力度，更加直接地参与到上海乃至中国的音乐文化的

建设中，由此可以促使本学科发展为既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体系、又具有很强

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综合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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