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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音乐学学科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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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音乐学学科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于10月15日至10月17日在上海音乐学院
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协办，上海音乐学
院音乐学系和音乐研究所承办。国内外五十余位专家学者云滃雾集于上海音乐学院，
就我国音乐学发展的诸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各抒宏论： 

一、音乐学大学科及其相关子学科的回顾与展望： 

  本次会议的主旨即为我国音乐学的学科回顾与展望，这也是本次会议提交论文最
多的一个议题。如：周海宏在开幕式上的致词“埋头拉车与抬头看路”、韩锺恩的发

言“立足本位，开拓创新，以新的姿态实现学科自觉——上海/2004音乐学学科回顾

与展望研讨会开幕式主题报告”、李幼平的“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宋瑾的“20世纪
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概况”、叶松荣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彭永启、
董蓉的“扩展、深化与自觉意识——对我国西方音乐研究历程的简略回顾与思考”、
李汉杰、李蓓的“当代音乐学的发展轨迹”王洪军的“传统的乐学与乐学的传统——
乐学学科的回顾与展望”、陈欣的“音乐图像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叶国辉
的“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研究的思考”、张前的“对音乐美学持续发展的三点建

议”、洛秦的“音乐与文化----民族音乐学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韩锺恩的“以人的感
性直觉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直接面对音乐作品”。 

  部分与会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者回顾了本院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如：陈应时

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奠基.开拓.发展”、陈聆群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上海音乐
学院”、黄允箴的“上海音乐学院传统音乐教学的演进”和钱亦平的“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分析学科的回顾与展望”。 

二、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社会意义： 

  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应该对于当下音乐学研究有着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应是求
真务实的。凡是能在方法论方面提出切合实际的问题的学者必定是一个有过大量实践
经历而且获得了丰厚成绩的人，如：赵维平的“注重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整体性及其文
化圈的问题”，此外尚有杨燕迪的“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周海宏的“说清
楚、听明白”、田青的“音乐学与音乐实践”、王晡的“在比较中认识它”、王少明
的“走向元思考的音乐学”、臧艺兵的“音乐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三、音乐学教学及音乐学素养： 

  牛陇菲的“漫谈学养、乐养”和陈铭道的“略谈音乐学文献”都以嬉笑犀利的言
辞切中当下诸多学子乃至学者隐微深痼之病：音乐文献占有量少、“抄袭”手段低
劣、从来找不到什么自己独创的观点。 

  此类文章还有：黄虹的“关于音乐学专业的音乐作品欣赏”、周小静的“‘勒紧
缰绳’与‘信马由缰’——音乐学人才培养与教学方法的思考”、余丹红的“全球化
背景下的中国音乐教育”、甘绍成的“关于在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开设《音乐
文论写作》课的几点思考”、宋祥瑞的“音乐学专业教师的教学方法问题”、汪申申
的“关于音乐学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四、音乐学学术规范： 

  蔡际洲的“音乐学学术规范论略”从音乐学学术规范的定义、音乐学学术规范的
主要文献、音乐学学术规范的内容和关于音乐学学术规范建设的几点思考四个方面进
行了阐释。本次会议关于学术规范的文章只此一篇，但是这个话题却是永恒的。学术
病毒的潜伏期应该不会很长。 

五、音乐美学问题： 



  在几次全国性的美学会议之后，我国音乐学界研究美学之风日盛，本次会议的论
文数量也不少。如：茅原的“意识的二重性与音乐美学”、汪森的“音乐美学问题史
之根与蔓”、费邓洪的“重心需要转移的音乐内容之研究—对中国音乐美学基础研究
的意见”、范晓峰的“音乐美学学科性质学理叙事”。 

六、音乐学学科建设： 

  建立一门新的学和无疑需要胆识和学识，杜亚雄的“中国乐理结构体系刍议”和
林华的“关于建立‘音乐审美心理学’的设想”都陈述了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相关
文章尚有：陶辛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谢嘉幸：音乐美学与音乐分析—论音乐学
学科领域中的学科交叉、明言的“音乐批评的理论探究、历史考释与文献辑录”、冯
明洋：“音乐学的文化学视野”。 

七、音乐史学问题： 

  长期政治对学术的不良影响促使当代学者深感重写音乐史的必要，戴嘉枋的“再

谈重写音乐史”指出了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研究存在的两个缺陷并且提出了
三点建议。相关文章还有：田可文的“再谈音乐史研究什么”。 

  作为唯一的国外音乐学代表，俄罗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音乐分析教授瓦令金娜.尼
古拉耶夫娜.赫洛波娃的发言无疑是令人翘首以待的，她的题目是“俄罗斯音乐内容理

论——21世纪的科学”的发言。作者认为，音乐理论研究是多角度的研究，但音乐的

意义和内容却往往被我们忽视。音乐内容理论将是21世纪的科学。作者阐述了莫斯科

音乐学院“专业音乐学家跨学科教研室”对音乐内容的研究方法，并用数字0、1、
2、3、5、9来表示。 

  赫洛波娃最后总结道：内容理论不仅对于演奏者、听众、作曲家和音乐学生是必
要的，因为他们都要求音乐中具有理性的内容，而且对于现代音乐的创作和传承也具
有重要的意义。 

  在会议最后一天的晚宴结束之后，赫洛波娃作了关于古拜杜林娜的作品《音乐》
的演讲。 

     


